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智慧城市建设排全国第九位

去年以来，青岛市启动实施“数字青岛2.0工
程”，推进全区域全领域数字变革创新。智慧城
市建设水平位列《中国新型智慧城市（SMILE指
数）百强排名》全国第九位，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
总体指数连续五年被国务院评为“非常高”，数字
政府发展水平位列全国333个城市第一梯队。

在数字政府方面，持续拓展“一网通办”范
围，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目标，推出 100 余个
电子证照证明应用场景，推动180余个自建移动
应用统一迁入“爱山东”。在数字社会方面，全面
推广“鲁通码”应用，在全省率先实现亮“码”乘坐
公交车、地铁。“青岛停车 APP”接入停车泊位超
72 万个，注册用户超 200 万人。“一部手机游青
岛”平台累计上线商家近 2200 家。在全省率先
建成省、市、区三级医学检查检验互认共享体系，
互认机构达到530余家。在数字经济方面，数字
产业规模稳步增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超过 21%，4 家企业入选国家软件百强。
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持续推进双千兆和城市

“1ms时延圈”建设，交通、能源、市政等基础设施
智能化升级加快推进。在数字生态方面，深入推
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形成“以公共数据
运营撬动数据要素市场”的青岛模式，海洋数据
交易平台累计交易额 1053 万元，培育省级数据
开放创新应用实验室 27家，发起成立包括 38个
地区和机构的“公共数据运营全国统一大市场联
盟”。

百个服务场景升级办事更高效

今年是“数字青岛2.0”工程承上启下的关键
一年。根据《数字青岛 2024 年行动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青岛市将围绕数字中国、数字强省
规划部署，重点实施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文
化、数字社会、数字生态文明、数字基础设施等六
大标杆工程。

《方案》提出，实施数字经济标杆建设工程。
围绕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加快建设数字
经济发展引领区。力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
值增长12%以上、数字经济领域高新技术企业不
少于1200家。深化工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转
型，推动 1000 家以上企业数智化改造。实施数
字政府标杆建设工程。实施“城市云脑 2.0”工
程，在政务服务、城市治理、机关运行等多场景开
展大模型应用试点。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
革，对已推出的 100 个服务场景完成迭代更新，
统筹服务渠道，推动实现办事申请一次提交、办
件信息实时共享、办理结果多端获取。依托全国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高标准推进政务服务线上
线下融合和向基层延伸试点工作，探索打造“15
分钟政务服务圈”，推出 50 个审批数字化场景。
拓展“鲁通码”服务场景，推出 35项“免证办”事
项、10个“一码通城”场景，探索推进“一物一码”

“一事一码”。

发展即时零售等业态建智慧社区

《方案》提出，实施数字文化标杆建设工程。
统筹推进文化数字化基础建设和公共文化资源

数字化、文化数字化服务平台互联互通等工作，
打造青岛市“文化一张网”。普及虚拟展厅、沉浸
式体验等新型文化服务，力争打造1-2个智慧文
化设施标杆。加强“山东全民阅读在线平台”宣
传推广，为城乡居民提供免费数字阅读服务。实
施数字社会标杆建设工程。重点推动“民生保障

（民政、人社、医保）一件事”“家庭医生‘健康守
护’一张网”等事项建设，进一步提升“全市一家
医院”“全市一个停车场”“一部手机游青岛”等服
务质效。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事项向基层下沉，打
造“15分钟医保服务圈”，力争200家定点医疗机
构提供全流程就医服务、2000 家定点零售药店
提供线上购药服务。高标准建设综合型信息消
费示范城市，发展即时零售、智慧超市、智慧商店
等业态，力争建成超 400个智慧社区，培育 10个
新型消费应用场景。依托全市统一的智慧社区
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打造与社会综治、物业、智能
建造融合共生的智慧运营体系，推动未来街区、
智慧社区、数字家庭等基层体系一体化协同建
设，争创全省首批五星级标杆新型智慧城市。

建设“一张网”打造“无废城市”

《方案》提出，实施数字生态文明标杆建设工
程。依托“生态环境一张网”，实现环境管理、执
法、应急等多业务联动，推行“互联网+统一指
挥+综合执法”监管新模式。打造“‘无废城市’建
设一张网”，提升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
和无害化处置水平，建设超 500 个“无废细胞”。
深化“水务管理一张网”应用，整合共享473座小
型水库雨情、水情等预警数据，提高防洪减灾、水
资源配置、水生态建设与水管理协同能力。

实施数字基础设施标杆建设工程。积极推动
算力资源互联共享，探索打造“全市算力一张网”。
布局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培育 20 个算力应用标
杆。完善青岛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监测系统
功能，推动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申建工作取得
突破。分级分类分场景精准提升5G网络覆盖能
力，力争5G基站数达4万个，打造5G+智慧市政、
5G+智慧电网等典型应用。围绕低空经济、自动驾
驶、深海养殖、新型储能等业态发展，推动交通、
海洋、能源等领域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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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创全省首批五星级标杆新型智慧城市
我市重点攻坚六大标杆工程 全速推进“数字青岛2.0”建设

推动1000家以上企业数智化改造、探索打造“15分钟政务服务圈”、借助线上平台为城乡居
民提供免费数字阅读服务、医保经办服务下沉基层打造“15分钟医保服务圈”……4月12日，市
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日前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数字青岛2024年行动方案》，介绍数
字青岛整体工作情况。

2024年“双12”改革事项清单公布

青岛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已连续四年每年推出
12项政务服务“一件事”和12项城市运行“一个场景”
重点改革事项。目前，2024年“双12”改革事项清单已
筛选确定，涵盖“人才、交通、医疗、养老、环境、助残、助
农、惠企”等多个方面。

其中，12项政务服务“一件事”为：赋能人才发展
一件事、护理服务一件事、民生保障（民政、人社、医保）
一件事、助残一件事、外事服务一件事、工程项目报建
一件事、绿色增粮一件事、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一件事、
公共法律服务一件事、“青岛优品”品牌服务一件事、商
会服务一件事、社科服务一件事。

12项城市运行“一个场景”为：全市一张数字底板
2.0、全市一家养老院、文化一张网、楼宇经济一张图、
数字工信一张图、燃气监管服务一张网、“无废城市”建
设一张网、技工教育服务一个平台、家庭医生“健康守
护”一张网、超限治理一张图、智慧公路管理一个平台、
金融风险监测一个平台。

智慧急救平台缩短急救反应时间
2023 年青岛市投入 600余万元建设完成了全要

素、全流程的智慧急救平台建设，推动120院前急救速
度更快、救治更早、体验更好、社会协同度更高。依托

“爱山东”微信小程序和“健康青岛”微信公众号，建立
了急救便民服务小程序，患者可以通过小程序一键呼
救“120”。自开展智慧急救平台建设以来，市急救中
心已通过电话等方式远程指导呼救人自救互救，成功
复苏心脏呼吸骤停患者12人次，解除哽噎9人次。自
2023年10月手机呼救定位功能上线以来，为近4万患
者提供了定位服务，提高了调度效率。如今，当救护车
执行任务遇到交通拥堵时，可以一键向“122”发起绿
波护航请求，并通过高德地图向社会车辆发出“让行救
护车”的提醒，有效缩短救护车通行时间。据统计，自
智慧急救平台运行以来，市内四区平均急救反应时间
缩短了2分18秒。目前，市急救中心已招募和培训社
会急救志愿者和乡村医生近1000人，联网AED达1800
余台，志愿者已辅助参与急救100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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