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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记
本报记者 程宦宁

万物互联、城市智

脑 ……5G、大 数 据 、集

成 遥 感 等 技 术 搭 建 起

不同的智能应用场景，

也支撑起了民生温度。

玉 树 市 以 省 部 共

建 高 原 美 丽 城 镇 示 范

省 建 设 为 契 机 ，围 绕

“保和谐、促稳定、强民

生、护生态”四大目标，

以“ 数 据 驱 动 、智 慧 引

领 ”为 核 心 ，打 造 出 了

一 个 高 原 智 慧 管 理 示

范 城 市 。 在 这 座 高 原

城市，从便民服务到民

生改善再到生态环保，

都 能 看 到 智 慧 带 来 的

改变，从人们生活的点

滴中，更能感受到智慧

带来的温度。

走 进 玉 树 市 智 慧 城 市 管 理 服

务中心，大屏幕上清晰呈现着城市

全景及街巷细节。作为城市管理

运转中枢，这里以数据集中及共享

为途径，推进城市治理技术融合、

业务融合、数据融合。

智 慧 解 决 了 城 市 难 管 的 难

题。玉树市立足城市管理运营现

状 ，建 立 智 慧 化 城 市 管 理 综 合 服

务、网格化精细管理、监督指挥调

度等平台，促进城市管理和社会服

务向“精细化、网格化、智能化”转

变，极大提高了群众幸福感和城市

竞争力。

智慧为城市贴上了新标签。新

技术、新装备、新设施、新应用……

这些“新”带来了城市的变革，让居

民生活更便利，更安心。

智慧城市建设，让玉树市由“单

一”执法向“综合”执法转变，由“平

面”管理向“立体”管理转变，由“网

格”管理向“精细”管理转变。“天眼”

工程、共享单车、WiFi 全覆盖、玉树

通App、12345热线、数字乡村……这

些行动让人们无时无刻感受到城市

的温度和智慧。

“自从有了玉树通 App，网格员

再也不用为了联系哪个部门或联系

不到部门而发愁，并且通过手机就

能实时掌握事件办理的进度和情

况，大大提高了为民服务的效率。”

结古街道党委书记久美丁增说，在

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和为民服务

的“最前沿”，信息化平台便利了网

格员对网格内人、事、物的全面管

理，社区社情快速响应，独居老人重

点关注，精准触达群众生活末梢。

顺应人民期待 ，以民生为重 ，

玉树市正在用实际行动，让广大牧

民群众在吃穿住行等各个方面，享

受智慧城市的建设成果，不断擦亮

城市的幸福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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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正式启动智慧城市管理服务中心，2016年8月网格化管理平台正式上线，2020年8月列为省部
共建高原美丽城镇示范省“智慧管理城市”试点地区，2020年12月召开的玉树市委常委会通过了《玉树市新型智
慧城市总体规划方案（2020-2022年）》和《玉树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三年规划实施方案》，2023年7月完成终期评
估并形成阶段性成果，更加有效提升城镇管理的现代化和智慧化水平……

随着时间的流淌，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这座从废墟中站起来的高原小城，正在用自己的“智慧”提升群众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加速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不断为城市治理赋能，让城市从“治”理变

“智”理，打造出青藏高原地区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管理城市“玉树样板”。
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玉树市充分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创新手段，统筹城市建设、管理服务等各方面，为

人民群众提供更智能、更便捷、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让人民群众共享新型智慧城市发展带来的红利。

——玉树市着力打造高原智慧管理示范城市
本报记者 程宦宁

智慧智慧，，让城市愈加让城市愈加““耳聪目明耳聪目明””

实现城市智能化管理。

智慧城市的美丽夜景。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程宦宁 摄

智慧城市建设，说到底是为了让市民生活更加幸福。

打开“玉树通”App，便民信息发布、实时公交、社保查询、违章查

询、生活缴费、智慧城管、智慧民政、个人办事、企业办事、附近定位、

天气信息等功能模块与玉树市政务服务中心共享信息、数据，城市生

活的各方面通过一块屏幕都能看到，市民想办事动动手指就能实现。

在玉树市琼龙路派出所，市民索南巴登拿到新身份证后，脸

上露出了笑容。前不久，索南巴登身份证丢失，但因工作繁忙，迟

迟没有补办新身份证。

索南巴登说：“我以为补办身份证特别麻烦，所以就一直没有

去派出所，没想到，在‘玉树通’便民服务平台申请后，特别方便，

拍个照片，没等几天就领到了新身份证。”

近年来，“玉树通”App注册量已达30000多人次，办理时限从传

统的跑腿5次向最多跑1次转变，从原来的5天缩短至3小时。

随着玉树市实施一系列“互联网+民生工程”，城市管理更加

智能化、现代化，公共服务更加便捷高效。

冬季，漫步在玉树市的大街小巷，你会发现这街道干净整洁，

汽车停放有序……整个城市看起来井井有条，而这背后离不开玉

树市的“网格员”。

服务不缺位，让管理实现“有困难找网格员”。在推进智慧城市

建设中，玉树市充分借鉴北京市东城区网格化管理模式，建设社区网

格化大数据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将全市划分为115个

网格，每个网格一名网格员。保障了“网中有格、格

中有人、人在格上、事在格中”，涵盖网格信息采集

维护、社会治安巡防、矛盾隐患排查、特殊人群

服务、城乡治理协管等五个领域工作任务，大

大提高了玉树市城市管理服务能力和水平。

一名网格员通过手机上报了一处

下水道堵塞情况，玉树市智慧城市管

理服务中心马上把案件批转给市政设

施运行服务中心，市政方面当即派工作

人员和污水车到现场处理。

待到处理完成后，网格员把处理结果拍

照上报给中心，中心进行核实结案。一下午

的时间，市民关于下水道堵塞污水溢出的投诉

就处理好了，这一幕仅是玉树智慧城市高效运行

的一个缩影。

数据显示，玉树网格员收集上报民生类案件 20000 多起，办结

率达 85%以上。同时，网格员还及时解决城市管理、基础设施、社

会治理等一系列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极大提高了政府精细化管

理和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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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玉树市智慧城市管理服务中心的大屏幕前，电子

政务案件办理数量、地质灾害预防预警、公交车实时定位、

公安路段监控、“健康厨房”……每一个数据指标都在实时

更新变化，跳动的数据将群众生活中的细节，罗织成一张

城市管理“网”，实时汇聚、深度融合、智能分析，全息全景

呈现，确保城市管理精准掌控、合理布局、有序运转。

“我们用实时在线数据来更好地服务于群众，用更多智

能化手段和方法，提升管理的效能和效率。”玉树市智慧城

市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才文久丁介绍说，中心确定了“1+2+
N”体系，即 1个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2个中心（城市大数

据中心和城市指挥中心），N 个应用（包含 4大专题，即城市

管理精细化、公共服务便捷化、特色产业现代化、城乡环境

绿色化，以及具体的城市应用体系），探索运用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 移动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

时、智能、精细感知玉树市的“心跳”和“脉搏”。

有了顶层设计的支撑，通过一块屏幕，玉树市智慧城

市管理服务中心将多部门基础数据接入，实时反映城市运

行态势。而正是因为这块“屏”，玉树市打破了过去“九龙

治水”、各管一摊的情况，有了如今各单位“攥指成拳”、同

向发力解民忧的新局面。

不仅如此，中心整合市公安、市场监督、市政、社区、教

育等行业 1800 路视频监控资源，实现了监控区域无死角、

无盲区。依托玉树CIM基础平台和市域视频监控系统，集

成遥感、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优化、升级、完善玉树

市现有的城市管理服务智慧调度平台，增强对城市基础设

施、道路桥梁、管道网络、环境卫生、园林绿化、房屋土地等

城市事件、部件的感知和管理。同时，建设玉树市智慧教

育园区(BIM)平台，真实还原校园环境，实现校园管理智能

化、数字化。开展城乡教育“同步互动课堂”，进一步优化

城乡教育资源，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化发展。实施“阳

光厨房”工程，建设智慧食药监管云平台，对食品、药品进

行溯源、登记、管理，实现市区、校园“厨房”全程监督，保障

了“舌尖”上的安全。

才文久丁说：“智慧城市管理服务中心接入市城管局、

市政设施服务中心、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等多部门业务

数据，通过统一入口、统一平台、统一标准的数据管理与分

析，推动党务政务服务更加便捷。通过深层次分析研判和

挖掘中心数据，构成指挥调度、辅助决策的大数据支撑体

系，实现数据跑路、互联互通、证照互认、并联审批、不见面

审批，方便群众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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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显成效。智慧助力生态环保。

进入 12 月，通天河大桥上汽车来来往往，桥下河

水缓慢流淌，远处的雪山高大巍峨，天空中时不时飘

起雪花……透过玉树市智慧城市点对点视频监控系

统，记者看到一幅别有韵味的高原生态画卷。

才文久丁说：“保护好生态是玉树的使命，更是

玉树的责任。智慧城市管理服务中心通过‘数字生

态’，助力生态环境建设高质量发展，利用云计算和

大数据等智能信息技术，大力加强环境信息化及生

态监测网络建设，有效支撑生态环境监管的同时，大

幅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综合决策和公共服务水平。”

玉树市智慧城市管理中心以打造“互联网+”生

态环境智慧管控系统为契机，建立点对点视频监控，

实时视频观测、监控国家级三江源纪念碑和通天河

大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隆宝滩，监测河湖污染指

数，监控动物物种和栖息地环境状况，形成生态环保

点对点视频互动管理模式。建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系统，对文成公主庙、当卡寺（原址）等地进行地质灾

害监测预警，通过实时监控、超标报警，及时发现隐

患点异常情况，提升城市突发性地质灾害预警、处置

能力，最大限度降低地质灾害造成的危害。

中心还在通天河、巴塘河选取合适站点安装

雷达水位计、翻斗雨量计等自动监测设施，对

水位、流量进行监测，实现全天候监控和识别

河湖异常事件，对垃圾排放、河面漂浮物、

非法采砂等现象进行预警。并对全市林

地、公园进行动态监控，有人为破坏动

作、火苗等问题，系统会自动检测到异

常，进行分析、报警，为保护三江源

生态环境提供助力。

用科技手段呵护绿水青山，环境

质量越来越好。2022 年玉树市草原综

合植被盖度达 67.58%，空气质量优良率和

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均达到 100%，绿

化覆盖率已达 23.6%。

万物连数据，让城市被全面感知，已成为玉

树市当前管理城市、服务群众的新模式、新形态。

如今，玉树市不断改革创新，走出了一条“智管、

细管、众管”的城市管理路径 ，通过“观”“管”“防”

“评”，数字化呈现、智能化管理、智慧化预防、综合性

评判，让城市管理更加全面、更加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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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智慧城市感受智慧城市
带来的民生温度带来的民生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