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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工作任务书

根据《关于公布 2019 年山东省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名单

的通知》（数鲁专组办发〔2019〕10 号）精神，聊城市为 2019 年创

建四星级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城市。试点具体内容如下：

一、总体目标

聊城市人民政府对新型智慧城市试点建设负总责，通过两

年的试点建设，符合山东省四星级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标准，并

在“优政、惠民、兴业、强基”领域中选择优势方向进行突破，形成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打造一批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领域的典型案例。

二、主要任务

（一）规定任务

1.将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作为落实数字山东建设任务，推进数字

政府、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推进各项任

务落实。

2.全面对照新公布的地方标准《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指标 第

1 部分：市级指标》《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指标第 3 部分：智慧

社区指标》，制定本市试点建设工作推进方案，分解细化工作任务书，

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

3.建立以聊城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领导的新型智慧城市

建设统筹推进机制，召开一次启动动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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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统筹做好本市范围内的智慧城市建设工作，积极开展市级新

型智慧城市试点示范以及智慧社区建设工作。

5.及时报送工作经验和工作动态，明确工作责任人和工作联系

人。工作动态每周报送数字山东建设专项小组办公室。

6.组织开展试点建设阶段性检查（自查），配合数字山东建设

专项小组办公室开展中期考核、终期验收等工作。

7.智慧社区建设方面，参照地方标准《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指标 第

3 部分：智慧社区指标》，智慧社区规定建设任务完成权重达到 80%

以上，即可视为智慧社区。

8.试点终期验收时，依据省级地方标准，本市新型智慧城市规定

建设任务完成权重不低于 70%，力争达到 80%以上。

（二）地方特色

聊城市以省级新型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为抓手，围绕“优政、 惠

民、兴业、强基”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目标，打造智慧城市协同创

新中心，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构建安全、共享、敏捷的政府

现代化治理服务体系，形成全覆盖、多网格融合的精细化治理模

式。到 2021 年底，取得显著成效，成为省内领先的新型智慧城市

标杆。

1.建设智慧城市协同创新中心。按照“优政、惠民、兴业、

强基”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目标，规划建设智慧城市协同创新中心，

实现智慧城市中枢大脑作用，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一是实现城市运行全面感知。依托电子政务外网、视频专网、物

联网等信息技术，实现与市直各有关部门的信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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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互联互通、系统集成和资源整合，将分散在政府部门、公用事 业单位、

互联网等行业和领域数据即时汇聚，通过对跨地域、跨 层级、跨部门、跨

系统的数据资源融合分析，实现城市运行状态 的全面感知、态势预测，实

时掌握城市运行状态。二是推进大数 据辅助决策。通过建立各类数据

分析模型，实现对汇聚数据的 实时处理、联合调度、数据分析，为政

府决策、管理、服务提供 直观科学的数据依据，促进城市各个部分

协同工作，提升城市 治理水平，实现城市智能化、集约化、人性

化。2021 年底前， 开发学区划片辅助决策模块，实现利用空间

地理数据辅助学区 划片决策，为均衡全市教育资源提供依据；开

发义务教育入学 免证明审查应用，为学生入学提供便捷化数据支

撑；打造惠民 利企资金监管应用，形成“互联网+资金监管”模式；

开展养老数 据分析，辅助制定养老政策，助力发展养老产业。三是实现

统一 指挥调度。通过综治、城管、环保、应急等部门系统平台数据有 效

联动，建立全市事件监测体系，监控事件发展，监督事件处置，构建全市

事件综合态势一张图，实现日常事件的统一接报、统 一分拨、统

一督办和融合处理。四是创新智慧应用。依托协同创 新中心，积极引

进国内智慧城市、大数据等科研团队和企业团 队入驻，培养智慧城

市高端技术人才，推动智慧应用创新研发，促进成果落地孵化，推动数字

产业的发展。通过对多类别、多行业数据进行逻辑整合，开发大数据

可视化应用场景，实现政务 服务数据支撑“一张图”，进一步提高数

据应用成效。在电子签章、电子证照等领域应用区块链技术，形成

可适应多种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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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间可动态互认的数据服务。2021 年底前，在全市推出 30 项

数据应用典型实践案例。定期在智慧城市协同创新中心大厅，

展现智慧城市示范应用最新成果，在促进成果落地孵化同时，

面向公务人员和社会公众开展大数据、智慧城市知识普及，提

高公众参与意识，既推动数字产业发展，又实现了大数据科普

教育基地的功能。打造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典型案例。

2.创新智慧城市多网格融合的精细化治理模式。以“全要素”

城乡社区网格为基础，以网格化管理为载体，以资源整合为手

段，以优化服务为核心，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城市管理、生态

环境、应急指挥等领域的城乡“多网格融合”，搭建覆盖城乡的多网

格融合综合管理信息平台，构建纵向联动、横向互动的网格化管

理服务体系，解决网格化系统众多、政府投资过高、网格数据共享不

到位、网格员队伍重复浪费等问题，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

通过构建“多网格融合”城市精细化治理体系，节约财政资金，提

高城市管理服务运行效率，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通过新型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形成“多网格融合”城市精细

化治理标准指南和标准化体系，可用于指导和规范省内各设区市

和县（市、区）网格化建设，进而向全国推广。

3.推进多领域基于智慧城市协同创新的重点应用场景。一是

建设聊城市应急指挥中心。建设综合业务系统、基础支撑系统、应用

支撑和服务总线、应急管理主题信息库、决策指挥平台、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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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应急指挥平台、信息安全和密码应用等内容，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信息化综合应用平台，对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的安全态

势进行全面掌控，实现应急管理“事前、事发、事中、 事后”全面

感知、动态监测、智能预警、分析决策、快速处置、 精准监管，全

面支撑系统化、扁平化、立体化、人性化的现代智慧应急管理体系，全面

提升应急救援的协同性、整体性、专业性、提高国家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二是实施智慧城管系统综合提升。整合吸收、迁移升级原有智慧

城管建设成果，建设井盖监控预警系统、违章建筑管理系统、智慧

城管实景指挥平台等内容，推进供水、供气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管，

完善物联传感、智能预测在市容秩序监管、市政管网管理等领域的

应用，促进城市管理精细化再升级，让城市管理变得更便捷、更智慧，

努力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打造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型

智慧城市建设典型案例。三是实现聊城市惠民惠企资金智慧监管。通过

建设惠民资金阳光监督平台、惠企资金阳光监督平台、村级项目

阳光公开公示平台、惠民惠企资金监督比对平台，实现数据的汇

聚共享、综合查询、智能快速比对、异常数据自动预警等功能，通过数

据“碰撞”，构建惠民惠企资金的精准监督、精准决策体系，实现惠民资

金的全流程智能化、公开化、精准化监管。四是建设消防大数据平台。

依托聊城市大数据和云计算中心、视频监控整合共享平台等基础

平台，建设资源丰富的消防大数据平台，整合既有消防业务信息系

统数据、政务数据、公共服务机构业务数据、社会单位基础数据、

互联网数据等各类消防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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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数据，实现各类可用消防资源动态显示、火灾风险研判预警、灭火救援

指挥调度等功能，满足值班接警、信息研判、联合指挥、应急处置需要，打

造成消防形势综合研判、相关部门联动监管、灵活多样接警调度的综合

作战平台。

4.探索智慧城市运营模式。实施以项目带动产业，以公司支撑运

维战略，利用项目建设，引进行业领先的数字企业与聊城国有公

司合作成立运维公司，形成以“项目建设——合资公司落地——运

维服务”带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子，破解本地企业大数据技术支撑

能力的短板与瓶颈问题，助力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智慧城

市应用、开发和运营，以及聊城大数据产业发展。2021 年底，推动 2—3

家国有合资公司落地，提升智慧城市的“造血功能”。打造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典型案例。

三、组织实施

聊城市人民政府作为创建工作责任主体，负责落实相应的 政

策、制度、资金等保障条件，确保创建任务按期完成。聊城市大数据

局作为具体任务牵头单位，负责做好组织协调、推进落实工作。

数字山东建设专项小组办公室负责做好试点建设过程中的

业务指导工作，对约定的试点建设任务进行监督考核，2020 年

11 月底前开展中期考核，2021 年 11 月底前开展终期验收

工作，验收通过的授予相应星级，未通过的予以限期整改，整改后仍

未达到建设要求的，收回奖补资金，取消试点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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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任务书作为试点中期评估和考核验收工作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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