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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年是“十一五”水利信息化规划的收官之年，并为“十二五”水利信息化发展进行全面部署。
2010年水利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业务应用、安全体系建设、行业管理等都有了长足
发展，为全面掌握2010年度全国水利信息化发展的基本情况，展示建设成果，分析存在问题，寻找发
展差距，服务宏观决策，本书从多个侧面对2010年水利信息化发展状况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本书主要面对从事水利信息化工作的人员，也可供相关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作为科研和教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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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开展水务外网升级改造，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围绕北京市水务中心工作，突出水务特
色，对水务局外网进行全面改造，以政务公开、在线服务、公众参与三大主题为重点，以社会公众需
求为目标，深化信息公开程度，增加在线办事数量，提供特色服务，构建透明、民主、服务的水务电
子政府。
　　5．建设北京市水资源配置管理系统（二期工程），促进水资源精细化管理　　根据水利部关于
开展省级水资源管理系统建设的精神要求，按照实现水资源“总量控制，定额管理”的工作目标，在
水资源“日清月结”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应用，实现取水许可、凿井许可业务的信息管理和辅
助决策，并开展了平谷县和朝阳区两个试点，在增强城市精细化管理能力方面取得新进展。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初步验收。
　　6．建设村镇供水管理系统，提高村镇供水行业监管水平　　围绕实现村镇供水“水源安全、水
质安全、供水设施运行安全”的目标，采用自动采集、计算机网络、GIS等先进的技术手段，构建“
一个中心、三个系统”，提高对14个郊区县144个集中供水厂水质、水量、视频安防以及部分村级供水
站用水量的监管水平，为保障郊区供水安全提供技术支撑。
　　7．完成节水信息管理系统升级改造，实现节水数字化管理　　升级改造北京市节水管理信息平
台，采集全市29353个用水单位基本信息和45510块一级水表的信息，记录了用水单位月用水情况，实
现节水信息数字化管理。
与18个区县的23个节水管理部门建立了实时的信息传输渠道，实现用水计划指标的核定、下达、执行
情况的按月监控。
　　8．建成水土保持核心业务管理系统，统筹区县两级管理　　建设完成北京市水土保持核心业务
管理系统（一期），以小流域为基本管理单元，围绕水土保持监督、生态建设、项目管理、水土保持
监测等核心业务，实现流域特征分析、工程设计辅助、流域划分、拓扑查询和水土流失遥感调查等。
　　9．完善防汛应急指挥平台，实现水务应急处置协同　　2008年，北京市水务局建成北京市水务应
急指挥平台，实现9大类63小类涉水事件的统一受理、统一分派、统一反馈的全程信息化管理，各级管
理人员能够在第一时间准确、直观地掌握突发事件的信息，提升了应急事件的快速处置能力。
2010年在已建的水务应急指挥平台基础上，针对防汛业务的特殊需求，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专业应用，
完善了防汛协同指挥中心的功能。
构建基于网格化管理的防汛应急管理平台。
　　（二）加强信息资源建设、推动信息资源共享　　1．形成水务信息资源采集体系　　数据采集
与日常工作有效结合，通过自动采集、人工采集多种方式，形成了快捷实效的数据采集体系。
在水务业务（水资源、水环境、供水、排水、节约用水、防汛抗旱、水土保持）、电子政务等方面，
按照数据权属，做到数据产生即入库，入库即共享，共享即使用。
　　2．大力推进信息资源整合　　进一步整合地表水、地下水、地热水取水审批数据资源，统筹了
市管、区管两级取水信息管理，使市区两级在取水许可审批时能够全面掌握取水实际情况，为管理精
细化、科学化提供了服务；有效地整合了污水处理厂与水环境监测的数据资源，进一步扩充了水环境
监管手段，为溯源治污的水资源保护格局提供了技术服务；集中整合了市、区两级河道、水情、雨情
等防汛类数据资源，实现了内城河湖、清河、，凉水河、小月河区域与全市水情数据的集中管理，提
升了区域之间联合调度能力，提升了应急管理时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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