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东政数函〔2022〕37 号 

 
关于东莞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 20220388 号代表建议的意见 

 
尊敬的郑俊彦、余映涛委员： 

《关于打破“信息孤岛”“数据壁垒”，实现“一网统管”，打造

城市治理最强大脑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经综合市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市委政法委、市自然资源局意见，现答复如下： 

一、主要工作成效 

我市从 2019 年推进数字政府改革建设，从机制、数据、和

系统上推动各级各部门的数字化改革，坚持机制先行，以业务流

程和应用场景为导向，强化平台支撑，持续推进数据汇聚、治理

和共享应用，提升城市治理“一网统管”科学化、精细化、智能

化水平。 

（一）完善数据共享机制 

已出台《东莞市政务数据资源共享管理办法（试行）》《东莞

市首席数据官制度实施方案》，《东莞市建立健全政务数据共享协

调机制加快推进数据有序共享实施方案（送审稿）》已报政府审

定，正在研究制定《地理空间数据管理细则》《政务数据大脑人



员账号及权限管理规范》《东莞市公共数据管理办法》《东莞市数

字政府公共数据安全管理办法》等系列文件，进一步规范数据共

享和开发利用。 

（二）夯实数据共享底座 

一是依托政务数据大脑，推动政务数据汇聚共享。目前市政

务数据大脑已实现 74 个单位 344 个信息系统的对接，汇聚数据

超 360 亿条，形成数据资源目录 4384 个，基本打通省、市数据

共享交换平台，初步建成人口、法人、社会信用、电子证照四大

基础信息库和 38 个应用主题库，其中已汇聚市政法委 167 个目

录共计 5.9 亿条数据（含社会治理基础数据和作业数据约 0.8 亿

条），市自然资源局 153 个目录共计 3336.13 万条数据、市城管

局 21 个目录 1881 条数据，实现政务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地

区共享和使用。二是建成空天地一体化感知基础平台，成为省内

首个融合全域二维和三维信息的平台，精度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应用于城市规划、“两违”治理、“农民房审批”“污染治理”等重点

领域。三是建成雪亮工程视频联网共享服务平台，接入超 19 万

路视频，在全省仅次于深圳、广州，赋能治安防控、城市管理等

领域应用。四是初步形成了自然资源“一张图”数据体系，梳理完

成自然资源 3 大门类、19 大类、64 中类、129 小类，涵盖了全

市自然资源现状、规划和业务管理数据，同时在自然资源初步融

合数据成果基础上建成了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实现自然资源



空间数据汇聚、管理、更新和共享应用。 

（三）开展城市治理“一网统管”工作 

一是组织“一网统管”顶层规划设计。按照省“一网统管”工作

要求，牵头组织我市“一网统管”顶层规划设计，已印发《东莞市

城市治理“一网统管”三年行动计划》《东莞市城市治理“一网统

管”2022 年工作要点》《东莞市城市治理“一网统管”工作组织保

障机制》等相关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我市“一网统管”建设的总体

目标、思路、任务分工和保障机制。二是推动先行试点专题应用

建设工作。松山湖作为我省“一网统管”区域试点，为我市城市治

理“一网统管”建设全局先行先试，重点围绕“应急专题”、“政务

服务专题”开展专题建设工作。当前，政务服务专题已取得阶段

性成果。推动厚街镇、石龙镇、黄江镇为市级基层治理专题试点，

选取 10 个试点镇街（园区）打造特色应用场景，年内取得突破

性成果。三是推进“治莞家”平台建设工作。前往省局等地开展调

研，梳理我市“治莞家”所具备能力，研究与“粤治慧”对接的可行

性，梳理“治莞家”建设方案，推进输出总体技术规范方案。 

（四）探索推进基层治理综合调度平台建设工作 

围绕提升基层末端执行力，于 2021 年第四季度启动基层治

理综合调度平台建设并在厚街上线应用，这是我市数字政府项目

在镇街一级的首次落地，也是首个跨部门、跨层级调取资源的平

台。经过前期摸索，目前厚街试点已初步摸清辖区家底，打通



11 个部门 17 个系统，汇聚人口、房屋、地址、视频等 8 大类数

据超 2 亿条，特别是 2·24 疫情以来，通过多个系统平台数据对

碰，进一步摸清实有人口底数；建成“风险一张图”，实现超 12

万个重点场所、近 3000 个城市部件、350 个风险源以及网格员、

安全员、义警队等多类治理力量可视化动态感知，1.5 万路视频

监控资源实时调用；支撑基层事件调度，汇聚智网、人社、城管、

应急、12345 热线等相关事件信息，实现对治理要素实时感知、

治理力量综合调度。 

（五）构建“网格化管理”社会治理新模式 

2016 年，我市全面推进社会服务管理“智网工程”建设，以

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按照“一张基础网格、一支专

业队伍、一组信息系统、一套工作机制”的“四个一”工作思路，

综合区域跨度、街道走向、人口疏密、管理难易程度等因素统一

划分基础网格，实现标准地址、实有房屋、实有主体、实有设施

等公共服务管理资源落图进格，初步构建“网格化管理”社会治理

新模式。2021 年，我市依托新一代“智网工程”信息系统开展网

格划分的大范围调整，首次实现全市网格“全域覆盖、无缝衔接”，

完成全市及 33 个镇街综合网格数据在省一网共享平台的挂接编

目;围绕“人口管理、城市管理、应急处突”三大任务，筛选政法

综治、教育、公安、民政、卫健、市场监管、消防、城管、住建

等 18 个部门、共计 475 个事项入格，实现“智网工程”信息系统



对案事件的自动分拨和流转处置。截至 2022 年 5 月，全市网格

管理员累计发现上报并推动处置到位的各类问题隐患达 1308.8

万宗，将大量的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助力我市社会治理提

质增效。 

二、下一步计划 

下来，我市将在省域治理“一网统管”的框架下，立足“双

万”新起点，以城市治理重点、难点问题为导向，强化机制保障、

数据治理、平台支撑，进一步丰富城市治理应用场景，探索“数

字化+网格化”治理模式，初步构建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整

体联动和协同共治新局面。 

（一）进一步完善数据管理和标准规范体系 

建立健全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印发《建立健全政务数据

共享协调机制加快推进数据有序共享实施方案》，推动数据有序

流动和共享，为我市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加快推动

东莞市政务数据管理标准规范体系建设，以急用先行为原则，加

块数据共享相关标准规范编制。 

（二）全力推进数据治理和共享 

一是加快首席数据官制度落地，建立由分管领导牵头的

市、镇两级首席数据官制度，构建数据治理共享、开发利用

和安全保障体系，统筹推进数据管理工作。二是组织开展数

据源头治理，加快建设政务数据大脑（二期），完善全市基础



数据库。其中，市公安局牵头建设全市统一人口库，市委政

法委、市公安局、市政数局联合建设全市统一地址库，推进“块

数据”建设。市政数局强化整体协调，各部门配合开展数据治

理、系统对接和业务流程调整，落实本部门、本行业政务数

据源头采集、治理和共享主体责任，实现“一数一源”。三是

推进数据汇聚共享，加快建设视频类、交通类、空间地理类、

物联网等基础平台能力，强化视频和感知数据共享，推动电力、

燃气、通信、公共交通等公共数据资源汇聚和共享，探索利用区

块链、隐私计算等技术实现政务数据和社会数据多源融合。纵向

打通省市国土空间基础平台，对接市政务数据大脑（省大数据中

心东莞节点）和市空天地一体化平台，实现市级自然资源数据统

一编目、统一共享；建设自然资源专题应用，将自然资源融入我

市城市治理“一网统管”，推进全市政务数据共建共融。四是开放

数据资源，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市级已有的政务数据大脑、空天

地、雪亮工程等基础支撑平台能力，有序向镇街（园区）开放，

支持鼓励各镇街（园区）构建符合本地需求的特色应用。 

（三）全面推进城市治理“一网统管”工作 

建立综合网格管理机制、“三清单”管理机制、市镇村三级联

动机制，健全“一网统管”工作体系。强化“治莞家”基础平台支撑

能力，提升监督管理、应用专题赋能、平台管理水平。依托市政

务数据大脑二期项目，建成维度全面、时效鲜活的基础数据库，



支撑各类应用场景建设，年底前打造 8 个市级行业标杆应用专题，

10 个试点镇街年内取得阶段性成果。 

（四）完善及推广基层治理综合调度平台 

加快推进功能开发，不断完善平台“4+1”功能模块。重点推

动疫情防控专题建设，支撑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的圈层管理；

推进“事件统一分拨”功能开发，实现各类事件集中汇聚、统一流

转；各部门全面盘点用于基层走访、采集的系统和终端应用，系

统梳理、充分整合，逐步实现基层网格信息统一管理，在此基础

上，要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应用，年内实现不低于 80%的辖区巡查

力量统一应用平台开展工作；市各条线的业务系统充分对接基层

平台，原则上不再直接延伸至村（社区）及以下应用，释放基层

系统应用负担。 

（五）探索“数字化+网格化”治理新模式 

按照省深改委《关于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综合网格工作指导意

见》以及市十五次党代会对推动我市综合网格建设的明确要求，

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部署开展综合网格划分调整工作，进

一步提升全市综合网格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事项梳理整合和标准化，由市委政法委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开展

治理事项标准化梳理，规范社会治理作业标准、夯实社会治理作

业基础，提升事件分拨处置效率。可考虑按照“小步快走”方式，

以智网工程和 12345 热线交叉事项作为第一批事项，以城管、应



急等高频事项作为第二批事项，有序开展标准化梳理，制定基层

治理事项清单。做好数据源头治理和共享应用，持续建设丰富社

会治理基础数据库、专题数据库，配合做好政务数据大脑一、二

期平台切换衔接工作，推动数据资源分级、分类、分块下沉，实

现数据跨部门、跨层级协同共享。依托“一网统管”体系建设，强

化基层治理数字化改革，探索“数字化+网格化”治理新模式。 

 

 

 东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2022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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