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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市政协调研室反映：2020 年 11 月，我市启

动“数字桐城、智慧文都”项目建设，致力于将桐

城打造为智慧县域城市。截至当前，该项目虽已建

成桐城大数据中心、城市指挥中心，部署了云计算

平台、视频融合平台、地理信息平台，搭建了智慧

园区、文都 e 家、重点项目管理等应用场景，但整

体建设效果与预期存在差距：一是顶层规划缺失，

统筹不足。全市信息化缺乏整体性发展规划指引，

各部门依据自身业务需求独立规划、采购、建设信

息系统，导致同类软硬件基础设施重复购置，运维

力量分散薄弱。比如：桐云公司已建大数据中心，

满足全市信息化项目建设需要，但部分单位仍存在

自建机房的现象，2023 年向市财政局报告申请信

息机房设备更新和安全加固经费，共计 120.4 万

元。二是数据资源基础薄弱。数据归集困难，缺乏

有效的数据共享和更新机制，部门间数据互不相

通。比如：市民政局在发放高龄津贴时，需发函至

市公安局、市人社局、市卫健委提供、比对 80 周

岁以上人员个人信息、养老保险信息和健康档案信

息。数据总量不足、质量不高，桐云公司建设的“数

据底座”现有数据 6 亿多条，但是 80%以上为疫情

期间导入的医院数据，人口库、法人库、宏观经济

领导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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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建议：

一是完善顶层规划设计。建议进一步明确牵头部门，制定

全市统一的信息化发展中长期规划及年度实施计划，明确建设

目标、重点任务、技术路线与标准规范。

二是强化联合审核机制。严格落实《桐城市政务信息化项

目建设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和《关于做好政府投资信

息化项目概算评审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建立由市委办（市

机要局）、市政府办、市委网信办、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

数据局、市教育局、市卫健委、桐云科技等部门参与的联合审

库等五大基础信息资源库覆盖不全，且数据更新不

及时。数据价值未释放。数据“看得到、用不了”，

数据应用场景少。比如：视频融合平台接入 28000

多路公共监控摄像头实时数据，仅能用于公安部门

实时查看。三是平台分散且重复建设。目前全市各

单位上级部署系统及各单位自建系统较多，平台分

散现象突出。比如基层社会治理有 12345 热线平

台、文都 e 家、智慧物业平台、市长信箱、互联网

督查等，各平台之间数据未打通，政府决策缺乏综

合研判支撑。四是技术力量薄弱且存在安全隐患。

部分部门没有信息技术科室和专业信息技术人员，

信息化建设、运营、维护完全依赖于第三方厂商。

信息系统建设水平参差不齐，系统技术架构五花八

门，且系统多部署在公有云平台（比如阿里云）或

厂家自己的平台（比如文化馆网站部署在纵横网络

公司），安全防护能力弱，存在数据泄露风险，缺

乏专业、统一的安全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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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机制，重点评估项目的必要性、合规性（是否符合规划与标

准）、资源共享可行性及资金效益，遏制重复建设。

三是放大数据资源效应。统一数据归集与管理，建议分管

市领导亲自挂帅、市数据局牵头、桐云科技提供技术支持，明

确桐城市大数据中心作为市级政务数据归集、管理、服务的核

心枢纽。制定并严格执行全市统一的政务数据资源目录、数据

元标准、接口规范和质量管控体系。推行“统建共用”模式，

建立项目“一本账”，所有政府部门拟新建或升级改造的信息

化项目，必须纳入全市信息化项目库统一管理。对于共性基础

设施（如云平台、数据中心、网络）、共性支撑平台（如身份

认证、电子印章、GIS、视频共享）以及跨部门应用系统，由市

数据局统筹协调，各部门按需申请使用服务，实现资源利用最

大化。对于部门确需保留的特色业务系统，其建设与运维也应

通过市数据局统筹管理，确保技术路线合规、数据标准统一、

安全可控。发挥数据最大价值，打破部门壁垒，强力推动数据

按需、有序、安全共享。支撑跨部门“一件事一次办”、全域

旅游、精准治理、应急联动、经济分析等场景应用，释放数据

价值。

四是强化保障体系建设。市级财政统筹资金安排，优先保

障市数据局项目库中的信息化项目，原则上不再单独安排部门

信息化预算，确有需要的“一事一议”。压实网络安全责任，

由市数据局牵头，构建覆盖全域、纵深防御的统一网络安全体

系，落实等级保护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要求，建立常态化

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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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建议：

一是严格把控新增混凝土企业审批关。目前，我市已有 7

家混凝土企业，市场产能经过多年运行已明确处于过剩状态。

若继续审批新增混凝土企业，势必加剧市场恶性竞争，造成土

地、设备等资源的闲置浪费，进一步压缩现有企业的生存空间。

相关审批部门对新增混凝土企业审批需综合研判，通过总量控

制维护市场供需平衡，为现有企业创造良性竞争环境。

二是规范政府项目搅拌站资源利用模式。针对政府投资的

重大项目，若确需配套搅拌站服务，建议优先采用租赁本土现

有搅拌站的模式，而非新建搅拌站。此举既能避免重复建设导

致的资源浪费，又能有效盘活本土企业闲置产能，为本土混凝

土企业拓宽业务渠道，切实减轻企业运营负担，实现资源高效

集约利用。 

三是推动混凝土行业开展资源整合与自救行动。为破解当

据市政协办公室反映：通过对我市混凝土企

业的走访调研，发现部分企业在运营中面临突出

困境，全市混凝土行业也存在资源配置失衡、发

展后劲不足等问题。当前，亟需推动企业纾困解

难、促进行业提质增效。

领导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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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困局，主管部门要牵头组织全市 7 家搅拌站负责人召开专题

座谈会，深入听取企业在生产经营、市场拓展、资源利用等方

面的实际诉求，共同研究制定资源共享、设备统筹、市场协同

的整合方案。通过行业自律与资源优化配置，探索形成可持续

的自救模式，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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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建议

1.关于将社区闲置空地改造为规范化停车场的建议。龙眠

街道长生社区韩庄小组沿望溪西路南侧长期闲置的空地，正逐

渐演变为垃圾随意堆放点，严重破坏社区环境卫生，影响居民

健康，更造成土地资源浪费。为此建议，街道和市城管部门要

加强监管并立即对该空地进行彻底垃圾清运和环境消杀；住建、

资规等部门，对空地权属、用地性质、土壤状况、面积规模进

行详细勘查与评估，明确改造的合法性与可行性；在符合用地

规划前提下，制定停车场专项建设方案，缓解“停车难”；若

不能改造为停车场，可在一定范围内做好解释，避免舆情。（市

政协委员 王勇）

2.关于清理市区部分主干道两侧行道树的建议。城区行道

树是城市靓丽风景线。近年来，市区干道两侧主要栽植的香樟、

法梧等大型树木，因长势茂盛造成两侧公益广告、少数红绿灯、

路灯被枝条遮挡，存在着一定安全隐患；部分路段行道树分枝

点高度不一致，影响美观。为此建议,有关部门要加大排查力度，

结合电力安全清障、行道树补植、道路维修、信号灯维护等工

作逐步开展修整；对遮挡交通信号灯、路灯、电力杆线、指示

牌等基础设施的树木要加强管理，做到常态化巡查；切实提升

行道树的清理工作认识，强化动态监管，做到清理及时、高效、

惠民。（市政协委员 魏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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