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 032023年9月1日 星期五
责编 郭敏 美编 李佳祺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涛
　　
　　9月1日中午12时，黄渤海的伏季
休渔期正式结束，近期西海岸新区的
大小码头变得热闹与忙碌起来，渔民
们忙着检修渔船和机器设备，整理修
补渔具，为开海做好各项准备。
　　8月30日，琅琊码头充斥着劳作的
喧嚣与丰收的期待，停靠着的30余艘
渔船上，渔民们或给渔船加油，或更换
崭新的渔具。“修船、补网、加油、备冰。
马上就要开海了，我们这些都准备得
差不多了。”渔民肖常发说。
　　“休渔期，渔船长时间不出海，开
海之前，一定要检查轮机运转是不是
正常。”说话间，肖常发的船顺利启动，

“听声音没问题，我们再梳理一下渔
网，加上冰，就齐活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记者了
解到，一般进入8月份，渔民们便着手
为开海做准备。为了开捕有个好收成，
肖常发早早地就将渔船送去修船厂坞
修，除锈、上漆、紧缝，使其能更安全地
在海上航行，“这些准备工作其实挺繁
琐的，但是事关安全，一点马虎不得。”
　　与此同时，默契的伙计也不能少。
作为船老大，出海前的“招兵买马”同

样重要，肖常发介绍，像轮机长、大副
这些职务船员，都是需要经验丰富的，
有的船员已经合作很长时间。此外，生
活物资的准备也必不可少。“在海上一
待就是几十个小时，吃的必须准备充
足，除了这些，还需要有足够的淡水。”
肖常发说。

　　对于开海后的第一网，渔民们也
充满了期待。
　　“就等开渔，希望能赶上第一网鲅
鱼群，满载而归。”8月31日，在积米崖
中心渔港，刘红师正在为出海捕捞作
业做最后的准备。“打回来最多的鱼就
是刀鱼、鲅鱼、鲳鱼，大海就是粮仓，对

我们来说一船鱼是生活的全部，希望
能有好运气。”
　　在码头上，记者看到，出海的渔船
主要以木壳船和铁壳大船为主，“木船
基本次日凌晨3点左右就会陆续回来，
要抢头网海货可得趁早。”刘红师告诉
记者，“刚开海，那些大吨位铁壳船绝
大多数会去往近海，等天气转冷基本
一出海就是一星期。”
　　在开海前，区海洋发展局也加强
了渔业安全管理。
　　“船老大在不在船上？船上配备救
生衣、救生圈了吗？”在琅琊码头，区海
洋发展局渔业综合管理琅琊工作站站
长张雷带队对停泊在港的渔船，逐一进
行渔业安全大排查。“主要核实渔船证
书证件是否齐全，渔船通导设备配备情
况，渔船灭火器、救生衣等消防、救生设
备的配备情况，对船员外出信息进行检
查，并要求渔船严禁超出抗风等级作
业，如遇恶劣天气立即归港避风等。”
　　琅琊镇一直是新区的渔业大镇重
镇，所辖渔港渔船数量分别占全区的
35%、34%。“临近开海，我们的工作只
会更紧不会松懈，24小时在岗。”张雷
表示，“期盼咱们所有渔民都能安全归
港、获得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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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琅琊码头，渔船整装待发，静候开渔。

　　走进公用集团调度中心，几乎铺
满整面墙的数显大屏格外引人注目，
全区1100余项城市管理情况、6大类
30小类城市管理事件运行动态一览
无余。
　　“为实现多种城市资源一网统
管，我们打造了集监测、预警、分析、
管控于一体的智慧公用事业平台，在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同时，还可以
分析问题成因，并为各部门决策提供
数据支撑。”西海岸公用事业集团信
息发展中心信息管理员崔雪介绍说，
智慧公用事业平台能够对供热、供
水、市政、工程等进行智能运行监测，
定期形成决策建议。
　　不仅如此，平台还全面整合集团
内部资源，将智慧供热平台、供水调
度系统、水力模型系统、智慧市政平
台、数字工地系统、客户服务系统、地
理信息系统、停车管理平台等八大平
台进行系统整合，实现“一屏观全域、
一网管全城”。
　　“信息化整合、数字化升级就是
要解决数据从‘有没有’到‘全不全’

‘准不准’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实现
了新区重点公用事业行业数据全领
域、全方位、全时段的汇聚。”西海岸
公用事业集团总经理助理、信息发展
中心主任、智慧公司总经理程志强介
绍说，该平台充分发挥了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技
术，让城市运行更科学化、精细化、智

能 化 ，营 商 环 境 持 续 向 好 向 优 发
展。 

　　在数字化建设中，如何以“数”为
擎，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企业管理服
务，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直
是公用集团探索的方向。
　　“自2020年平台上线至今，我们
先后启动了30余个信息化项目的建
设优化工作，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推动
集团更好地开展项目建设、供水供
热、道路养护、防汛除雪、清除道路撒
漏、大活动保障等城市管理工作，将
问题尽收眼底，实现城市管理全领
域、全时段覆盖。”程志强说。
　　“原来，供水管网出现爆管只能
依靠外部人员通知且无法确定管线
损坏范围，通过数字化建设已优化为
系统监控并凭借管网监测点数据分
析、30分钟内发现损坏范围。”在利用
数字化解决企业难题方面，水务公司

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科科长张安邦深
有感触。
　　他还举例说：“原来需要8个人花
费2小时的现场阀门关启操作现仅需
一个人点点鼠标，10分钟即可完成，
既节约人力又提高效率。尤其在紧急
情况下，可大大提高保障能力。”
　　一网统管，提质增效。如今，物业
人员可通过微信小程序查看垃圾清
运车辆的实时位置和预计到达时间，
提前做好垃圾桶出桶准备，可有效解
决垃圾桶占路造成的环境脏乱、异味
扰民等问题；采暖季期间，厂、网、站
实现整体智能化运行，有效解决小区
管网近热远冷的现象；在建筑工地，
视频影像采取工地现场“整体外围＋
局部核心”的全覆盖模式，对建筑工
地实行全天候监管，项目管理人员可
通过电脑端、手机端实时查看工地现
场回传的影像数据，全面掌握项目现
场情况……智慧平台不仅成为企业
内部日常管理工作的利器，更通过海
量的数据，成为加速城市发展的“智
慧”力量。

　　在打造智慧平台时，公用集团特
别注重丰富完善应用场景。“实际需求
是项目建设的前提和导向，直接决定
着项目的应用成效。在‘数字强区’建
设中，新区始终坚持‘项目对着需求
建’，在公用集团的数字化建设中，我
们有同样的坚持。”西海岸公用事业
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伟华说。
　　以手机客户端为例，智慧服务网
厅在微信端、PC端同步开放，窗口
98%以上业务实现了“掌上办”“网上
办”；市民办理多项业务实现电子签
章……每一幕生活场景都留下了数
字化建设的奋进足迹。
　　“手机平台操作方便，缴费、开户
等常用功能都能实现，现在我很少到
柜面办理业务了。”市民李冰自从了
解并使用了公用集团网上营业厅后，
便对该平台的便捷性赞不绝口，“我
买了二手房，在平台缴费时发现户名
也都已更改，既惊喜又满意。”
　　“接下来，我们将以争创国内一
流、打造行业标杆为目标，以释放数
据要素价值为主线，瞄准城市治理的
难点痛点，夯实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底
座，畅通数据资源循环流通体系，真
正做到让数据‘动起来’‘用起来’，更
好地服务城市管理工作，更好地为民
服务。”王伟华说。
　　民有所需，“数”有所为。未来，集
团将乘势而上，扬帆数字化建设新蓝
海，推动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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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静

　　党的二十大对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作出了重要部署，开启我
国信息化发展新征程，数字中国建设成为以信息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要引擎和有力支撑。
　　在西海岸新区，“数字强区”建设正深入推进。其中，作为新区高质量
发展先进集体的青岛西海岸公用事业集团紧跟时代步伐，明确将“数字
化”作为改革再出发的核心抓手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协同推进数字
赋能“优政、兴业、惠民”，全力打造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标杆示范。

>>数字技术赋能<<
有效破解城市管理难题

>>丰富应用场景<<
让数据动起来用起来

>>打造智慧平台<<
一屏观全域，一网管全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