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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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政务改革推进办公室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德阳市加快数据融合大力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德阳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ꎬ坚持“一体推进集约化、底座融合资源化、应用驱动场景化、数

据赋能价值化”ꎬ积极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和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ꎬ

着力构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新型政府运行模式ꎮ

一、坚持一体推进ꎬ“四个集约”统筹数字政府建设ꎮ 坚持全

域统筹一体、规划建设一体ꎬ集约化推进数字政府建设ꎮ 一是组织

集约ꎮ 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数字德阳”建设

领导小组ꎬ统筹推进全市数字政府制度建设、监督指导等工作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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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规划集约ꎮ 出台«智慧德阳规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年)»ꎬ践行“生态

型”智慧城市理念ꎬ围绕数字基础设施、民生服务、城市治理等七大

领域ꎬ统筹规划全市数字政府建设路径和项目ꎮ 三是资源集约ꎮ

推进政务系统上云、公共数据进中台ꎬ实现数据资源汇聚共享、信

息网络互联互通ꎮ 四是项目集约ꎮ 落实信息化项目发改部门立

项、大数据部门技术审查、财政部门财评等制度ꎬ避免重复建设无

序建设ꎬ近三年节约资金 ３ ２ 亿元ꎮ

二、坚持底座融合ꎬ“五位一体”汇聚数字政府资源ꎮ 推进数

字基础设施融合建设ꎬ着力搭建“云、网、脑、智、安”五位一体的数

字政府底座ꎬ为数字政府应用提供分建共享资源池ꎮ 一是建设“一

朵云”ꎮ 招商引资 １５０ 亿元建设“云上天府”智算中心ꎬ依托其建

成政务云二期ꎬ已接入 １０７ 个部门、４３２ 个业务系统、归集数据

４５３９Ｔꎮ 二是织牢“一张网”ꎮ 建成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四川首批双

千兆网络示范城市ꎬ自建自维电子政务外网、金财网等政务管网ꎬ

支持 ＩＰｖ４ / ＩＰｖ６ 双栈运行ꎬ建成 ５Ｇ 基站 ５２３６ 个ꎮ 三是打造“一大

脑”ꎮ 打造集数据中台、万物互联感知中台、应用中台和数字孪生

平台等于一体的城市大脑ꎬ提供数据仓库、融合通讯、云视频中台、

低代码平台、城市底图、舆情感知、ＡＰＩ Ｓｔｏｒｅ 等工具支撑部门和行

业场景应用ꎬ入选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城市大脑案例

集»(２０２２ 版)ꎬ获 ２０２３ 年 ＩＤＣ 中国“智慧城市—数字城市领军者”

称号ꎮ 四是构建“一算库”ꎮ 搭建 ＡＩ 中台和 ＲＰＡ 平台构成的智算

仓库ꎬ支撑智辅决策、智能监管、智能服务等应用建设ꎬ现有 １５０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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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算法应用于 １０ 余个智慧应用场景ꎮ 五是筑牢“一堵墙”ꎮ 构建

包括网络安全运营中心、安全技术中心、安全服务中心的市域一体

网络安全运营模式ꎬ利用区块链、数字证书、数据沙箱等新技术实

现数据确权、流通溯源和安全开放ꎮ

三、坚持应用驱动ꎬ“四四架构”拓展数字政府场景ꎮ 以城市

大脑为中枢ꎬ构建“四＋四”数字政府应用架构ꎬ形成城市大脑数

据、感知、事件和指挥“四总线”和城市态势“一网通看”、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通管”、数字资源“一网协同”的“四

网”运行模式ꎬ已赋能 １３６ 个应用场景ꎮ 一是民生保障方面ꎮ 多领

域推进数字化服务ꎬ提升群众办事便利度ꎮ 智慧健康平台打通全

市医疗机构门诊住院、检查治疗等数据ꎬ电子健康卡实现就医服务

“一卡通”ꎻ智慧教育大脑打通“区域综合门户、校园综合门户、家

长一站式服务平台”ꎬ建成“学、教、管、评、服”五类应用场景ꎻ社

保、医保、公积金、不动产等实现“一键办”ꎮ 二是政务服务方面ꎮ

构建四川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一个平台”赋能ꎬ数据中台、业务

中台“两个中台”支撑ꎬＰＣ 端、移动端、自助端“三个端口”服务ꎬ惠

企政策通、“秒批秒办”、智慧政务大厅等 Ｎ 个创新应用的“１２３Ｎ”

智慧政务服务体系ꎮ 探索利用信用大数据开展“信用＋政务服务”

模式推进容缺预审ꎮ １２３４５ 热线引入智能语音交互中心ꎬ正加快组

建市民服务中心ꎮ 德阳市民通平台注册用户达 ２８９ 万ꎬ可提供 ４００

多类 ２０００ 余项服务ꎮ 三是城市治理方面ꎮ 城市大脑赋能智慧政

法、智慧公安、智慧城管、智慧社区、智慧市场监管等城市治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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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ꎬ实现城市运行的智慧化监测、分析和指挥ꎮ 万物互联感知平台

发出事件预警超过 １００ 万次ꎻ市域综治平台采集人口、房屋、特殊

人群等 １４ 个维度基础数据 ２１６ ６ 万条ꎻ智慧市场监管围绕“企、

人、物、案”等核心维度汇集基础数据 ５４０ 余万条ꎬ利用 ＡＩ 中台为

食品、广告、药品等领域监管提供自动识别与预警ꎻ建成 １２００ 余个

智慧小区ꎬ服务覆盖城镇人口 ７０％ ꎻ汛期通过移动端向公众开放城

市易涝点摄像头ꎬ减少交通拥堵和安全事故ꎮ

四、坚持数据赋能ꎬ“三级赋能”释放公共数据价值ꎮ 充分发

掘智慧城市建设沉淀的数据资源价值ꎬ围绕业务贯通、数智兴业、

流通交易ꎬ构建公共数据赋能体系ꎬ打造数据价值化循环生态ꎮ 一

是数据共享赋能ꎮ 实施“政务数据资源池”三年行动计划ꎬ建立

“一数一源”数据采集模式和数据标准 １７ 个ꎬ数据中台已归集数据

１１３ 亿条ꎬ建成人口、法人、时空地理等 ８ 大基础信息库和 １５ 个专

题库ꎬ发布政务数据资源共享交换目录 １１１３０ 个ꎬ今年以来已交换

数据 ９８３ ６ 亿条ꎬ推动政府服务数字化转型ꎮ 二是数据开放赋能ꎮ

建设数据要素应用场景实验室ꎬ发布公共数据开放目录 ９３５４ 个ꎬ

建立个人和企业专属空间ꎬ赋能“政银企”平台、智慧工业云管理

平台、智慧社区运营中台、德阳市民通等企业和公众服务平台ꎬ方

便企业群众无感注册和数据空间互操作ꎮ 德阳“政银企”平台已

注册企业 １９１２ 家、金融机构上架金融产品 １０３ 款ꎬ累计融资授信

７２ 亿元、放款 ４５ ５ 亿元ꎬ获第十四届金融科技创新奖之“金融科技

应用创新奖”ꎮ 三是流通交易赋能ꎮ 以实施数据治理工程为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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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ꎬ建立政府授权、国有平台公司运

营、运营收益反哺智慧城市和公共服务的公共数据运营模式ꎬ构建

数据要素“１＋４＋Ｎ” (１ 个行动计划、４ 项管理制度、Ｎ 个配套文件)

基础制度、率先建设全国首个数据要素产业园、率先探索基于数据

元件赋能应用场景的数据要素流通交易模式ꎬ打造数据资源中心、

数据加工中心、数据资产评估中心、网络安全运营中心、数据资产

登记平台、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四中心、两平台”全栈式数据流通

交易体系ꎬ已集聚数商 ８７ 家ꎬ引入全国范围 ６０ 多个主题、１１０３４ 个

接口数据ꎬ开发上架数据元件 １７００ 多个ꎬ开发应用场景 ３６ 个ꎬ衍

生产品带动市场交易超过 ５０ 亿元ꎬ为数字政府建设实现造血功能

作出了积极探索ꎮ

(根据德阳市提供材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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