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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城市全域感知系统
提升应急管理智慧化水平

区工商联成员

中创时代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吕鹏辉

各位领导，各位委员：

打造城市全域感知系统，提升应急管理智慧化水

平是顺应新发展阶段要求和智能化趋势，在技术上全

面应用 5G、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充分

发挥人的集体智慧和技术的信息处理能力，最大限度

地实现敏捷应急、科学应急、精准应急、动态应急，

实现从认识上、结构上和效能上推动应急管理方式全

面重塑，成为依靠科技创新推进应急管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大战略举措。当前，包括智慧安全监管、智慧应

急平台、智慧安全社区、智慧应急互助等智慧应急等

方面正在不断发展进化。

一、提升应急管理智慧化水平意义重大

过去几年数字化时代的智慧城市建设热潮，通过

对城市全域数据进行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整合，

让数据帮助城市做思考、决策和运营，实现了城市的

社会治理，解决了城市管理中的一些难题。然而，由

于城市治理的复杂性和服务需求的多元化，这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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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模式也面临着业务难协同，边界不清晰、资源难

汇聚、模式不完善、安全难保障等问题与挑战。尤其

是应急管理智慧化水平有待加强，我国是自然灾害和

安全生产事故大国，突发事件易发多发，生产安全事

故总量仍然偏大，应急管理体系和智能化水平有待提

高。“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新征程的关键时期，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应急管理智慧化发展迎来了最好

的历史机遇期。

二、我区应急管理智慧化存在的主要短板

一是缺少数字平台建设，难以推进应急管理流程

再造。全域感知系统和应急管理智慧化水平涉及社会

的多个方面，包括政府、企业、个人等。由于不同部

门之间使用的软件不同，数据格式繁多，给数据交换

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

二是部门壁垒林立，难以形成应急管理全面协调。

目前我区的应急管理智慧化体系存在部门分割、协调

不足、权责配置不明晰等问题。难以围绕典型应用场

景，建立协同治理机制，实现数据采集、数据流转、

任务推送、处置结果反馈等内部流程的高效联动。

三是应急能力建设不平衡，制约部门应急反应能

力。由于传统应急管理模式针对不同类型的灾害和突

发事件体现了专业性和垂直性，适应了现代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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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分工要求，但同时造成条线过多、划分过细的

格局，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联动与协调，应急能力建

设很不平衡，资源分散、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参差

不齐等问题突出，制约了政府应急反应的整体能力与

综合效果。

三、应对建议

一是建设数字化全域感知系统。括应急综合业务

管理系统，应急指挥救援系统。应急综合业务管理系

统，满足“平”时应急管理工作需求，重点实现事发

前各项应急管理需求。应急指挥救援系统，满足“战”

时需要，重点事项突发事件事发、事中各项工作需求。

二是建设应急管理智慧平台。应急管理的建设有

助于实现多源地理信息统一数据规格、标准规范以及

数据的及时更新和协同共享。在技术上实现基于 EGIS

地理信息系统的可视化展示效果，实现对应急业务各

项资源的图层化标识展示，并根据业务应用方向提供

不同类别的“一张图”服务，主要建设应急资源“一

张图”、监测分析“一张图”、辅助决策“一张图”等

不同类型的应急管理支撑服务。

三是打造系统指挥中枢引擎。城市全域感知指挥

中枢引擎能够为应急指挥提供智能能力。应急救援力

量、应急救援物资散落在不同地方，需借助大数据模

型、算法的整合，如突发事件周边的救援物资、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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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防护目标快速计算和获取，突发事件风险等级、

数字化预案的智能化匹配和推荐。突发事件周边的各

种渠道视频、图文对接，包括公安、综治的监控摄像

头、无人机视频、单兵执法仪，使得领导“足不出户，

运筹帷幄，令达千里”。

四是开通智能推送，智能提醒系统防控。以人员

聚集、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领域全部风险要素为管理

对象，分类别、分人员、分区域、分行业领域开展城

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实现城市智能推送，智能提醒

全系统做到区域全覆盖、人员全覆盖、行业全覆盖、

领域全覆盖、灾害全覆盖，运用大数据智能推送、智

能提醒平台为主要手段加强城市安全风险源头控制、

综合控制、精准控制，提升房山灾害事故风险第一时

间知晓、第一时间逃离、第一时间救灾能力，切实将

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之初、成灾之前。对事前预防与

准备、监测与预警，事中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

建等活动进行全面系统化管理，强化城市规划与建设

阶段的源头防控和事后追责与改进，形成全过程闭环

管理模式。不断提升应急管理智慧化、法治化、标准

化、规范化水平，实现预警信息快速精准发布。以房

山“23.7”特大汛情为例，受台风杜苏芮登录影响，

残余环流北上华北，形成极端地形抬升降雨，给房山

造成严重的汛情灾害。面对这种强降水过程，当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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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可以实时关注智能应急管理平台的智能推送、智能

提醒及气象雷达等功能，实时了解降水的最新动向，

若发现所在地区危险讯情，可以做到尽早撤离，尽快

撤离。

五是提升我区全域感知系统及应急管理“弱”的现状。

目前在需要共同富裕政策支持的地区，应急管理的财

力、能力、精力、社会基础都不甚给力。打通数据关

联和机制“隔”的障碍：目前突发事件协同机制不完

善，基于突发事件信息联通微观具体的协同应对机制

不够完善。优化重要应急物资产能区域布局，依托智

慧化应急管理平台分类制定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目录、

规划指标，完善救援、交通、物资等各类应急运力储

备机制，智慧化平台可添加应急物资信息管理模块，

建立数据集中、资源共享的物资保障数据库，实现资

源信息统一分配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