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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 波

每天，在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
心，值班长肖湘一都会密切关注“数字城管”平
台里全市街道辖区的案件信息，并将其全部打
印出来，然后根据各条信息所属片区，或将其
派发到对应的辖区，或派专人负责处理。

像这样经过肖湘一之手的信息案件，平均
每天在1000件左右。工作看似琐碎，却让我市
的城市管理水平悄然发生着变化：城市更干净
整洁了，管理更加规范了，以前让城管部门挠
头的事，现在也变得简单了。如今，从一棵树、
一盏路灯到一个井盖……尽在城管部门的管
理中。这一切，得益于“数字城管”平台的运用，
它让城市管理变得精细、科学、高效。

全域统筹，数字城管全城覆盖

“以前在街面巡查时，发现问题用纸笔记
录，第二天告知中队，一个案件从发现到解决至
少需要2天时间。现在，‘数字城管’就像是拿着
放大镜在找问题，不但快而且准，大大缩短了处
理问题的时间。”谈及“数字城管”平台，北塔区
城管局局长杨香勇竖起了大拇指，“过去在发现
暴露垃圾、乱堆物料、出店经营、无照经营游商
等几类城市管理难题方面，只能靠巡查，效率低
下。现在通过‘数字城管’，我们直接就可以喊
话，使问题发现率和办结率提高了不知多少
倍！”

近几年，随着我市“城市大提质”快速推
进，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也给城市管理带来新
挑战。市委、市政府要求，按照“全国先进、省内
一流”的目标加快我市“数字城管”建设。该项
目2013年6月正式启动立项，2016年11月9日
正式上线运营。

“现在数字化城管基本实现全市覆盖，按照
住建部颁布的行业标准要求，经过实地调查，我
们完成了市主城区约70平方公里的数据普查
工作。其中，基础地形图修测26平方公里，普查
城市部件16.8万个、地理编码2.3万个，划分单
元网格7171个、责任网格60个；安装网络及安
全设备11台、服务器及存储设备14台、视频监
控点100个，采购信息采集终端110台，并建成
了由24套DLP投影单元拼接组成的大屏幕显
示系统和支持30路语音同时接入的12319呼叫
中心系统。”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
技术人员陆道红介绍，“现在可全时段监控核
心区域的市容市貌，城市管理变得更加高效、
科学。”

全“网”采集，发现问题及时准确

2月1日15时56分，信息采集员黄庆安在
双清区宝庆东路汽制社区发现垃圾满溢，他立
即拿出“城管通”手机，用文字记录下现场情况，
并拍下照片。很快，包含文字和图片的信息传至
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的城市综合管
理信息系统，工作人员立即立案处理，通过电脑
下单派遣至双清区城管局。17分钟后，问题得
到了解决。

在我市，像黄庆安这样的信息采集员共有
90名，他们每人都配有一部“城管通”手机。当
遇到城管案件时，信息采集员会在第一时间利
用“城管通”采集信息，然后通过无线传输系
统，将案件情况传输到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
指挥中心，受理员受理案件后再传给值班班
长，值班长立案后发给派遣员，派遣员会在第
一时间通知相关部门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此问
题解决。

“信息采集监督员是我们城市综合管理系

统中的重要一环。我们根据住建部万米单元网
格划分与编码规则，将全市划分为60个网格，
每个网格都有信息采集员实行每天巡查。”市
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负责人颜庆平
介绍道。

打开平台，只见60个单元格上，所有城市
事件和部件，看得一清二楚，诸多城市管理问
题能够做到早发现、快处理，城市管理精细化
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2017年，该中心共受理信息采集员巡查上报
有效案件258408件，有效上报率98.00%，核查回
复率99.70%，按时核查率95.00%。

全面考评，监管机制日益规范

“未启用数字城管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前，有
些部门之间经常出现推诿、扯皮，使问题得不到
及时处置。现在，城市管理效率大幅提升。”市城
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市“数字城管”采用“二级监督、两级指
挥”的管理模式。在管理流程上，横向覆盖到

城市管理相关职能部门，纵向延伸至各职能
部门的下属单位和专业公司，设置包括信息
收集、案卷建立、任务派遣、任务处理、处理
反馈、核查结案、综合评价等步骤的“闭环”
工作流程。目前，北塔、大祥、双清三区的区
级平台已先后投入运行，真正实现了市、区

“二级监督、两级指挥”的运行机制。同时，将
数字城管系统交办案件的办理情况、结案率
和按时结案率等纳入每月市对区的城市管
理工作考核，与明检、暗检、专项检查、督检、
社会调查、网络评价一起，成为城市管理考
核的重要手段。

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积极拓展“数字城管”平台在
环卫、渣土管理等领域的作用，实现对城市的
实时有效监控，促进城市管理的数字化、网络
化、精细化、可视化。同时，将信息采集的触角
由主次干道向小街小巷、居民院落等薄弱区域
延伸，扩大信息采集的范围，及时发现、解决辖
区内各类城市管理问题。

数字城管：让城市管理更智能高效

本报讯 我市棚改建设按下“快进键”，
实现“加速度”。至去年12月底，全市共实施
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93 个，拆迁面积 473.5
万平方米，货币化安置率超过 60%，开工率
100%，圆满完成2017年省定目标任务。

2017年省定任务下达后，我市立即将任
务进行分解，落实到各县（市）区、各单位和具
体项目。去年3月召开的全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工作会议，对全市城市棚改工作进行了具
体部署和要求，并在全市开展棚改项目“百日
大会战”竞赛活动；建立“主要领导亲自抓、分
管领导具体抓、骨干力量全力抓”的领导机
制，实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
抓到底”的工作机制。

强调度勤督查，抓紧抓实。市房产局采取
定期与不定期督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各县
市棚改项目的督查力度，对消极对待、无法按
时完成任务的，实行责任追究。由市政府督查
室牵头，对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进行了专项督
查，并将督查结果和发现的问题进行通报；同
时，对督查中发现的工作滞后的个别县市区，
由市房产局分别采取“点对点”的方式进行督
导；对市本级的棚改项目，棚改指挥部办公室
一周一调度。针对督查、巡查过程中发现的部
分地区项目进度滞后问题，市领导对相关地区
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进行约谈。

千方百计争取资金，推进项目建设。
2017 年，我市按照打捆申报、分期实施的原
则，从国家开发银行争取了103亿元棚改贷
款资金。目前，所有贷款资金已全部落实到
位，并按照《邵阳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贷款资金
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管理和使用。

一系列的有效举措，带来满满的民生改
善。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7年，全市共改
造城市棚户区 270 个，改造面积 1205.5 万平
方米，14.75万户居民受益；市本级实施城市
棚户区改造项目86 个，改造面积479.2 万平
方米，6.28万户居民受益。 （杨波 伍炳）

按下“快进键”
棚改“加速度”

本报讯 新春想在家门口找工作的看好
了：2月1日召开的全市就业服务工作会议透
露，新春全市将召开33场招聘会，提供20000
多个工作岗位。

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把就业扶贫摆
在突出位置，努力为企业和求职群众搭建桥
梁，提升困难家庭劳动力就业创业能力、实现
稳定就业。同时，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产业
兴邵发展战略，帮助经开区工业企业招聘。2
月1日，该局专门召开会议，帮助九兴集团招
工。据悉，今年九兴集团在全市招聘3300名
员工。该局还把落户邵阳的亚洲富士电梯、
达力电源、口味王科技公司、立得科技公司等
企业的招聘招工信息汇编成册，免费发放给
有求职意向的个人，积极引导劳动者转变就
业观念，帮助求职者不离乡不离土找到一份
称心如意的工作，既服务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又切实帮助解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
性问题。此外，该局还积极联系长沙、广州、
杭州等发达地区企业来邵阳招工，为想去外
地工作的市民提供就业岗位。据了解，目前
在国际知名企业蓝思科技长沙厂区工作的邵
阳籍人士就有6320人，通过全市各级人社部
门帮助，在沿海发达城市企业工作的邵阳老
乡就超过3万人，全市一年的劳务输出收入
突破10亿元。 （宁 煜 蒋岳峰）

新春33场招聘会
提供2万个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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