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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印证城市治理智慧化成果

成都获得
2018中国城市治理智慧化综合奖

12345，最简单的电话号码，成都网
络理政搭建起政府与市民的连心桥；成
都在全国率先建成覆盖全市的千兆网
络，打造“仅跑一次”政务流程，不断加快
智慧医疗进程……可以说，市民日益增
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成为成都城市治理
智慧化最有力的印证。

近日，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
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办的2018
（第四届）中国智慧城市国际博览会在深
圳举行，会上发布了《中国城市治理智慧
化水平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明
确深圳、杭州、广州、成都、厦门、宁波、无
锡、青岛、苏州、佛山荣获2018中国城市
治理智慧化综合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了解到，
2018年（第二届）中国城市治理智慧化
评估工作历经5个月，评估对象包括了
全国294个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不包
括港澳台），成都在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
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联合发起的第三方全
国城市治理智慧化水平评估中高居第4
可谓实至名归。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赖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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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在全国城市治理
智慧化水平评估中高居第4名

在国际博览会上，国家发改委城市和
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冯奎
进行了《报告》发布。2018年（第二届）中
国城市治理智慧化评估工作历经5个月结
束，评估对象包括了全国294个副省级城
市和地级市（不包括港澳台），具有很严格
全面的评估指标体系。

华西都市报、封面记者了解到，本次
的评估指标体系包含了智能感知、智慧管
理、共享服务、网络协同、多元参与5个一
级指标、13项二级指标、22项评估要点，所
依据数据是由北京国脉互联信息顾问有
限公司通过申请公开、文献调查、电话调
查、数据工具抓取、国脉数据库参考等方
式获取，流程上经过初步采集、数据补充、
数据处理、数据结果等，结果具有准确性
和真实性特征。

具体而言，本次中国城市治理智慧化
水平评估包含5个一级指标，分别为：智能
感知、智慧管理、共享服务、网络协同、多
元参与，从得分率情况来看，各个指标有
较大的差距。排名前20城市得分均在60
分以上，从一级指标得分来看，各个城市
建设重点与特色不同，其中在智慧管理和
共享服务方面发展相对均衡，差距较小；
但在智能感知、网络协同、多元参与方面
具有一定差异，需要各城市相互借鉴、学
习。

“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新理念，是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
新方法。”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
发展中心主任徐林表示，新一代信息技术
的创新应用，是破解城市发展难题、提升
公共服务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记者了解到，通过评估，全国城市治
理智慧化水平平均得分为48.6分（满分
100分），大部分城市得分分布在40-60分
区间内，基本呈现正态分布。成都的得分
处在60-70分的区间，在全国城市治理智
慧化水平评估中高居第4名。而这是成都
继成为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和中国城
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联合发布的国
际可持续发展试点城市后再次斩获的殊
荣。

网络理政架起了政府与群众密切联系的桥梁，
使市民查询、办事、监督、诉求等更便捷，提升了民生
服务实效。今年1-8月，网络理政平台访问量209.9
万余人次，受理群众来电来信199.8万件，问题类型
主要集中在城乡建设、劳动和社会保障、商贸旅游、
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方面，群众来电来信诉求解决
率81.07%、群众满意率82.89%。

通过网络理政，为群众平等发表意见提供了24
小时线上互动平台，拓展了群众参与政府决策、执
行、监督和公共服务改善的便捷渠道。同时，针对网
上反映的突出问题，积极通过线下真情面对、民生直
通和第三方社会评议等协商沟通方式，有效化解矛
盾纠纷，切实保障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
和监督权。此外，全市各级政府领导干部通过网络
理政及时察民情、解民忧、汇民智，推动了执政理念、
工作作风和服务观念的转变；并充分运用大数据分
析技术，挖掘群众聚焦的热点、政府管理的痛点和民
生服务的短板，科学评价区（市）县、市级部门行政效
能，构建起多元化、智能化、智慧化的网络理政辅助
决策体系，有效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2017年9月，成都网络理政工作荣获全国第三
方评测机构（D3）“百分百接通奖”和“先锋奖”；2017

年12月，成都网络理政工作荣获由人民日报社指
导，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等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
国民生发展论坛“2017年中国民生示范工程”第一
名；2018年3月，新华三集团、数字经济研究院联合
发布的《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18）》，成
都在城市治理排名中位列全国第一；2018年4月，
2018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峰会揭晓了2017年
度中国“互联网+”优秀案例，成都网络理政工作荣
获“互联网+政务”领域十佳优秀案例；2018年5月，
在2018中国政府信息化大会上，成都网络理政工作
荣获2018中国政府信息化管理创新奖；2018年6月，
在2018年政务热线发展研究论坛上，成都网络理政
工作荣获2018年政务热线发展模式创新优秀案例

“金锐奖”。
成都市网络理政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

成都市将继续深入推进网络理政工作，优化网络理
政平台系统功能，提升网络理政平台智能化、智慧化
水平；健全网络理政工作机制，提高办理工作实效；
增强民生诉求大数据分析深度，不断提高辅助决策、
服务民生的能力，为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
的城市，奋力实现新时代成都“三步走”战略目标创
造良好发展环境。

“仅跑一次”政务流程

智慧城市的建设，更是体现
在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建设智
慧公厕，引入现代技术，推进信息
化、智能化公厕建设，实施“互联
网+公厕”计划，也是成都推进“厕
所革命”的应有之义。值得一提
的是，在成都，刷脸购物开始实行
了。拿了就走、刷脸购物，这些智
慧门店的高科技在成都兴起。除
此之外，无人机、无人图书馆、无
人超市……成都还有这些“无人
高科技”。目前，成都已经有好几
家无人超市了，扫描二维码就能
进店，不用排队，手机支付，很是
方便快捷。

建设智慧城市，成都全力以
赴。早在2017年，成都就已经全
面完成了城域网升级改造，在全
国率先建成覆盖全市的千兆网
络，成为名副其实的首个千兆省
会城市。成都的全网覆盖，使市
民的生活更加便捷，也为城市智
慧治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成都智慧政务也在迅速发
展。成都打造市民服务平台，整
合成都市多家委办局数据资源，
为市民提供数百项线上服务。市
民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电视，随
时随地了解社保、公积金、水电等
多项信息。政府打造“仅跑一次”
政务流程，让市民到政务中心办
事更快。进一步优化流程、创新
服务，推进“一次都不跑”，努力打
造事项最简、流程最优、成本最
低、服务一流的“至简审批”模式。

成都如何推动智慧医疗？根
据《成都智慧生活画像》，在享受
智慧医疗方面，成都拥有的使用
微信医保卡交易市民数排在新一
线城市第一位，仅次于深圳居全
国第二。近年来成都的智慧医疗
进程在不断加快，现在在各个医
院微信服务号就能挂号，诊疗、住
院、缴费等功能也会逐渐开通，从
而推进落实“智慧医院”模式。数
据显示，微信支付智慧医疗解决
方案每天为成都人节省等待时间
共计18000小时，智慧医疗已经深
入成都人的生活。

在智慧制造方面，双流区作
为成都市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
正昂首阔步走出“智慧城市”的双
流实践。世界首条工业4.0高效电
池生产线投产，这座“超级工厂”，
让“智能制造”从概念变成了现
实，展现了生产线“全程无人”状
态的前沿成果，实现了从电池片

“双流制造”到“智能制造”的跨
越。

如何让市民智慧出行？为了
防堵治堵，成都交警推出了绿波
路段，这是一种新型交通运行方
式。截至目前，已完成130个智慧
信号灯路口改造、173个信号机联
网控制，试点路口交通延误下降
11.2%。正常行驶情况下，如机动
车驾驶员按照路段限定时速驾
驶，在无障碍的情况下，全程基本
无需等候红灯。与此同时，从去
年开始，智能公交电子站牌已经
在成都正式投入使用了。市民可
以通过智能公交电子站牌查看线
路站点、车辆到站预报等信息，真
正“掐点”等公交。

第四城

“六位一体”
今年1-8月受理群众来电来信199.8万件

成都打造

成都打造市民服务平台，整合成都市
多家委办局数据资源，为市民提供数百项
线上服务。市民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电
视，随时随地了解社保、公积金、水电等多
项信息。政府打造“仅跑一次”政务流程，
让市民到政务中心办事更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