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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创新管理驶出幸福“加速度”

合肥一直致力于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在通过
项目落地提升城市功能的同时，还将创新作为城市建设和管
理的强大引擎，不断在城市的“提质、提品、提速、提效”上做
精细文章。

在合肥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20多位工作人
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每天都会收到全市600多位信息
采集员通过系统上报来的各类城市问题，并且对这些问题进
行分类、归纳，确定责任单位，界定处理时间。

上午8时40分，合肥数字城管信息采集员王军在例行巡
查时发现，在杭州路与上海路附近一井盖缺失，其立刻通过
手中的城管通上报至合肥市数字城管指挥中心；5分钟后，这
起案件被批转给包河区滨湖市政处置。9时21分，滨湖市政
反馈处置完毕，市指挥中心立刻给王军发送核查指令。王军
传回现场回访核查照片，市指挥中心在10时04分给予结案。

“以前，这类问题处置需要一周以上时间，而数字城管实
施后仅需一个多小时，实现了对城市管理问题的快速、高效
处置。”合肥市城管局宣传处处长李大勇介绍。

据合肥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主任陈剑介绍，

2015年1月1日，合肥数字城管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如今已经
构建起合肥数字化城市管理空间地理、管理网格、城市管理
部件和地理编码四大基础数据库。全市400平方公里建成区
内的市政公用、道路交通、市容环卫、园林绿化等138万个城
市管理部件全部登记在册，并明确到养护、处置单位。“任何
单位的不作为都会被曝光在‘阳光下’，这消灭了城市管理的
模糊地带。”

与此同时，合肥市构建了一套科学、公正的城市管理考
核评价体系，考核结果由系统自动生成。如今，接入合肥市
数字城管的单位超过800个，登录系统的固定及移动终端账
户超过 3000 个。“以前，城市管理只是城管部门一家‘单兵
作战’。而如今，形成市区街居多级联动、部门力量整合、社
会广泛参与的‘大城管’新格局。”陈剑说。

自系统运行至2017年8月底，两年多来通过数字城管平
台立案并派发各区（开发区）、市直各部门、各有关企事业单
位各类城市管理问题共410.37万件，按期处置结案391.78万
件，按期结案率达到 95.47%，共处置结案 409.91 万件，总处
置结案率达到99.89%。

科技为城市管理插上智慧翅膀

合肥高铁南站红枫驿站为旅客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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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知名的经济飞速发展的中
国十大“快城”之一，合肥一直致力
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同频共
振，将创新作为城市建设与管理的
强大引擎，运用现代科学新技术，
不断在城市的“提质、提品、提速、
提效”上做精细文章。近几年来，
合肥市从技术、制度等方面创新城
市管理理念和做法，有效化解了一
系列城市管理难题，让城市发展更
有温度和质感。

▋记者 于彩丽 文/图
合肥数字化城市管理指挥中心

“大综管”闯出
车站管理新路子

火车站是一个城市的“窗口”，
由于人流集中、流动性大，一直是管
理的重点和难点。跨入“高铁新时
代”的合肥，在合肥高铁南站区域推
出“市属区管”的综合管理新模式，
整合资源编组联合执法，消灭“多头
管理”造成的“管理真空”。如今

“一盘棋、大合唱”的“大综管”格局
基本形成，合肥高铁南站正日益成
为合肥市的一张靓丽“名片”。

火车站管理涉及铁路、公安、交
通、城管、工商等数十家单位，由于
管理事项众多且相互交叉，“九龙治
水”往往造成互相推诿。为避免这
种现象发生，合肥高铁南站一开始
投入运营，便开始探索“大综管”这
新路子，杜绝类似事情发生。

在议事层面，合肥市委、市政府
成立了南站综管委，由市委、市政府
分管领导担任管委会主任，铁路部
门主要负责人、市政府副秘书长、包
河区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副主任，
市直相关单位、铁路部门和包河区
政府负责人为成员，负责南站地区
综合管理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工
作。在落实层面，成立了南站综管
办，作为包河区政府派出机构，日常
工作受市综管委和包河区领导，负
责高铁南站地区日常综合管理，协
调监督各执法、运营、管理、保障单
位在辖区开展工作。

“市属区管”的顶层设计，破除
了功能管理区与行政区“两张皮”、
建设与管理脱节、权责不匹配、资源
配置调度不顺等痼疾，解决了协调
不力、管理多头、职责交叉等问题。

针对交通拥堵、秩序紊乱、市容
不佳、安全防范等主要执法事项，高
铁南站集结了公安、交警、运管、城
管四支主要执法力量。“公安、交警、
运管以派驻形式常驻，城管作为常
设力量实行委托执法，统一纳入综
管办日常管理、监督和考核，构成日
常执法的拳头力量，做到人事合一、
权责匹配、融为一体。”合肥高铁南
站综管办执法督查科科长苏勋告诉
记者，高铁南站片区天网全覆盖，联
勤联动队伍机制成立三年来，全方
位救助旅客并提供服务，没有一个
丢失钱包或走失儿童没有找到的情
况，并圆满完成了中博会等各种大
型活动的安保工作。

城市管理的重点在哪里，怎样做到高效管理、有效服
务？包河区方兴社区推行的“大综管”模式，同时把互联网、
大数据应用到城市管理的各个角落，将社区管理一“网”打
尽，有效整合了辖区动态参与力量。

日前，方兴社区综管员宋成在巡查时发现，有人将车逆
向停放在路边，宋成前去劝阻，却被以没有管理权限为由辩
解。宋成一边劝说，一边进行拍摄取证，同时用手机通过方
兴社区智慧管理平台，呼叫交警和城管前来处理。市民发现
车辆违停、道路损坏、违法经营等问题，可就近扫描综管二维
码上报平台，后台根据不同情况分配给各个部门解决。这都
只是方兴社区大综管模式的一个缩影。

针对目前城市管理中存在的“看到管不到、管到看不
到”、“多头管理效率低”以及“人员少、任务重”等问题，方兴
社区“对外”加强统筹协调，通过协同管理方式整合公安、交
警、运管、特巡警等垂直执法部门力量资源，通过委托管理方
式整合城管、市场监管等区直执法部门力量资源，通过参与
考核方式，与滨湖功能区密切配合，加强对市政、环卫、园林
管养单位的有效监管。“对内”注重优化整合,将原网格办、信
息科等全部并入城市管理部（综管办）归口管理，负责对各执

法单位辅助执法人员实行统一管理。
此外，该社区依托科技支撑，把互联网、大数据应用到社

会治理的各个层面、城市管理的各个角落。在方兴社区“大
综管”调度指挥平台，对数字城管、智慧路灯系统、可视化指
挥调度平台、综治维稳信访中心等7个平台进行整合，并将辖
区 521 个天网工程探头、538 个居民区探头、130 部移动手持
视频、3 台车载视频等 4 类视频系统，融入到综管中心平台，
全方位收集、处理社区范围内社会治理和城市管理问题。

在方兴社区，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特有的二维码，这就是
该社区的“综管二维码”，对每个二维码，根据区域不同特点，
设置不同的管理标准和内容，辖区范围内共设置1149个二维
码点。目前，二维码已经成为工作的对标点、群众的监督点、
队员的约束点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联系点。“二维码也给
市民提供了一个参与的平台，同时，我们还通过主抓社区一
张图，对人、事、地、物、情等实行精准定位、精准管理，一张图
网尽社区管理各类信息，实现信息化与网格化有机融合。”

目前，方兴“大综管”改革已经初见成效。今年以来，通
过“大综管”实体调度指挥平台累计上报案件10717件（平均

每天66件），均全部做到按时办理。

“互联网+”社区管理一“网”打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