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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因城兴，城以水美。“智慧城市”建
设离不开“智慧水利”。

当前，水利部坚持把“智慧水利”建设
作为水务现代化新的着力点，全面提升新时
代水治理体系和水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在上海崇明，当地水务部门联合高科技公
司，依托现代化技术手段，通过各种创新运
用，全面建成水务信息基础感知体系，以

“智慧水利”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取得显
著效果。

智慧水利
——水环境治理助推崇明世界水平生态

岛建设
未来，上海智慧的水环境在哪里？在崇明。

2016年12月，上海市发布《崇明世界级生态岛
发展“十三五”规划》，崇明区水务局坚持和落实

“生态立岛”原则，以“治水管海”示范点创建工
作为抓手，依托物联网、大数据分析、水务专业
模型等高新技术，治水兴水，以“智慧水利”建设
助推崇明世界水平生态岛建设。

“智慧水利”建设是“智慧城市”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防洪减灾、水资源
配置、水环境保护与水管理服务等体系。

“物联感知、互联互通、科学决策、智能管
理”，可以有效改善水利工程在规划、建
设、运行和管理方面的短板，弥补水利建设
薄弱环节，同时为水利行业加强监管提供强
大助力。

智慧运营
——打造农村污水处理与运行监控“一

张图”
对照《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

规划》提出的目标和任务，崇明区率先自我加
压，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出水水质标准提
升至“一级 A”。截至目前，已提前两年完成
19.2万户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崇明区水务局联合上海东浩兰生智慧科技
有限公司，同步建设覆盖全区的智能监管平台。
平台基于“建养一体”机制，依托GIS地图对全
区各乡镇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实行网格划
分，结合实时采集的相关数据，形成农村污水处
理综合数据库，打造崇明农村污水处理与运行
监控“一张图”。通过“一张图”，全区各乡镇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实现了数据自动集成、设施管理
在线监控、工作痕迹自动生成等，建立可控制、
可监管、可借鉴的“智慧运营”新模式。

智慧治河
——一机在手，实现河长、公众在线齐

参与
崇明积极响应上海市部署，全力推行河

长制工作。截至目前，崇明区共1144名同志
担任各级河长，实现区—乡镇—村三级河长
体系全面覆盖。同时，在区河长办的积极推动
下，全区所有河道也已完成“一河一策”整治
方案编制工作。

崇明河长制工作平台建设以“控污”为重

点，研发了河长制WEB端和移动APP，面向
不同层次、不同载体提供服务，实现静态展
现、动态管理、常态跟踪。各级河长使用APP
开展日常巡河时，将实时记录河长巡河GPS
轨迹，并反馈问题照片和视频。同时民间河
长、社会群众还可通过扫描下载 APP，对发
现的水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投诉，实现了“开门
治水，全民参与”。

智能治水
——开展顶层设计，强化水利创新

驱动
崇明区水务局以相关规划为指导，开展

智慧水利顶层设计工作。面向目标分阶段实
施，第一阶段以整合水务和海洋资源为目标，
聚焦标准规范、信息采集、数据共享、融合管
理四个方面，重点推进建设“5+2+1”模式下
的智慧水务平台。

标准先行，规范保障。制定崇明智慧水务
平台相关标准规范，形成一套从数据采集到
业务应用的标准规范体系，保障智慧水利建
设的开放性、融合性和扩展性。

多维采集，智能监控。系统化梳理用户涉
水业务需求，结合专业模型建立边界条件，完
善崇明区智慧水利一张网的采集需求，同时
完成相关设备的自动化升级改造。

数据上云，安全共享。通过租赁政务云搭建
云端水务数据中心，为用户提供数据资产的集
中存储、安全保护等数据增值服务。开发数据共
享交换平台，构建多层级的水务情报网络。

智能融合，协同管理。构建各个业务系统
的互联互通渠道；优先建设重点业务应用，实
现智慧感知、智慧监测预警、智慧决策管理，
最终实现智能治水兴水。

智管平台
——构建智联大脑，推进横沙水、土、林、

气同步治理
在上海市相关部门、电信部门、东浩兰生

智慧科技公司的支持下，崇明区横沙乡2018
年启动实施横沙“生态智联大脑”建设，打造
高效生产、原味生活、友好生态、绿色文化“四
位一体”的新型特色生态岛治理架构。

目前，横沙全岛分布着近150个水、气、林、
土自动监测站点，依托GIS平台可查看这些站
点的分布及生态要素健康数据，目前已实现以

“全生态”理念开展水环境态势研判与异常治理
诊断。结合横沙生态智脑移动终端，初步形成了

“实时监控、追踪溯源、风险分析、应急处理、快
速反馈”的智能闭环生态治理平台。

“横沙生态智联大脑”在汲取全球生态要
素评价及环境质量考核体系的基础上，结合
我国绿色审计理念，首次面向全岛公开政府
绿色审计报告，公开主责领导工作绩效与下
一阶段治理要务与目标，以绿色审计呵护横
沙绿水青山。

此外，为更好建设世界水平生态岛，崇明区
政府联合东浩兰生集团建设智慧水务体系，联

合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武汉大学智
慧水业研究所等，携手探索适合崇明世界水平
生态岛的水治理智慧运行管理的模式。

随着“智慧水利”在崇明的应用，崇明这
一世界水平生态岛得以对河流、水库、堤防、
水闸、取水设施等水利信息进行资源整合，实
现智能化和可视化以及实时水务信息共享。
未来，崇明不仅将成为水环境优美、水生态平
衡的世界水平生态岛，还将为全国的“智慧水
利”建设树立标杆。

智慧水利让城市更美好智慧水利让城市更美好
——崇明世界水平生态岛建设提供崇明世界水平生态岛建设提供““上海样板上海样板””

·广告

“去云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吧，你不会后悔的！”很多到过云南的
人都会这样由衷地推介云南。云南旅
游资源丰富，是很多游客心驰神往的旅
游目的地。2018年，云南全省接待游
客6.64亿人次，同比增长17％；旅游总
收入达到8450亿元，同比增长22％。

云南省于2016年提出“云南只有
一个景区，这个景区叫云南”的全域
旅游发展理念，一手抓旅游市场整
治，一手抓旅游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越走
越快。

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双赢

如果说大理是云南旅游的一张名
片，那么洱海就是大理的最大招牌。
近年来，由于旅游产业的粗放发展等
原因，洱海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污染。

双廊村是游客欣赏洱海风光的最
佳目的地之一，10年前还是一个安静
的小渔村。到2017年时，面积0.96平
方公里的双廊聚集了 585 家客栈，每
天有近3万人次的游客流量。人口的
急剧增加，为当地的旅游环境治理带
来了不小压力。

“旅游业的粗放发展，与保护洱海
生态的要求产生了冲突。”大理白族自
治州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田遇霖
说，在这种情况下，旅游产业必须转型
升级，坚持生态优先，优化发展布局。

双廊古镇景区管委会副主任施国
东说，从2017年起，景区内所有客栈、
餐馆暂停营业了近两年时间，逐步完
成建设环湖截污治污设施、退还洱海
滩地等一系列保护行动，“在此过程中
规范税务、工商等管理，改善水电路等
基础设施，景区整体风貌与旅游服务
体验明显提升”。

张联荟在双廊经营着一家客栈，
在洱海环境治理中，客栈中观景角度
最好的 12 间客房被恢复为滩地。看
着凝聚着自己心血的一砖一瓦被拆
除，她心疼得直掉泪，但还是配合治
理：“洱海好，我们的生意才能好。”

冬日里的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
公园美如仙境，“我们将生态旅游示范
区域严格控制在湿地公园合理利用区

范围内，在此基础上盘活旅游资源。”文
山州丘北县副县长袁生能说，要持续推
动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实现双赢。

整治行动擦亮旅游品牌

2017 年 4 月，云南省制定出台旅
游市场秩序整治“22条措施”，通过取
消旅游定点购物，禁止不合理低价游，
推行新的旅游标准合同，全面加大对
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

“丽江靠旅游吃饭，旅游靠口碑吃
饭。”丽江市委书记崔茂虎说。丽江综
合施策，在全省率先探索建立旅游市
场综合监管模式，完善旅游监督常态
化机制。

据丽江古城景区管理部经理杨晓
青介绍，古城通过大的游客中心、小的
咨询服务点，以及每天不少于60人的
志愿者队伍等，为游客提供全域覆盖
的旅游咨询、投诉处理等服务。

游客的感受是对市场整治、服务

提升工作最直接的检验。来自浙江
的王剑秋第一次到丽江旅游，“在古
城里吃、住的体验都不错，有什么问
题就能找到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咨询，
非常方便”。

通过持续整治，云南旅游市场中的
不合理低价游等问题正得到有效遏制，
服务质量明显提升。

探索管理服务智慧升级

冬季虽然不是旅游旺季，但大理
崇圣寺三塔景区还是聚集了不少游
客。在景区的入口处，工作人员不时
地向游客推荐安装“游云南”APP。在
大理旅游集团市场营销中心副总监张
程林看来，手机程序的应用可以满足
游客基本的游前、游中、游后需求，“游
前了解景点及实时的人流情况，游中
获得导览、饮食、厕所等信息，游后遇
到问题可以投诉”。“游云南”于 2018
年10月1日上线，目前日活跃用户已

达1.2万人。
云南各个景区管理和服务也加快

“智慧升级”。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常
务副局长和丽军介绍，古城去年投入
使用了游客流量大数据统计分析平
台，能够实现人流量统计、游客驻留分
析、游客片区分布监控预警等。“丽江
古城客流量最大的一天共接待游客22
万人次。”和丽军说，多亏分析平台帮
他们科学高效地进行了预警、引导了
人流。

“智慧化景区建设的意义，不仅仅
是实现保护管理的数字化，还有景区
服务的智能化。”丽江古城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数字化管理分公司副经理和学
光说。去年 7 月，云南省首个智能急
救站在丽江古城四方街投入使用。“只
需轻轻刷一下身份证，轮椅、担架等都
可以实现24小时免费借用。”他介绍，
智能急救站平均每天都有 10 来个医
疗物品被领用，给有需求的游客解了
燃眉之急。

打 造 旅 游“ 新 生 态 ”
——云南省推进旅游转型升级综述（上）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 雪 郭静原

本报北京1月21日讯 记
者杨学聪报道：从1月20日8时
起，2019 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
览会个人票面向公众进行销
售。游客可通过遨游网或携程
网下单购买。同时，为缓解游客
线上购票压力，世园会签约线上
代理商大麦网也在同日开启线
上预约登记。

日前，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事务协调局在其官网上发布《关
于启动2019北京世园会门票销
售的公告》。北京世园会门票种
类分为平日票、指定日票、三次
票和全程票，同时按销售对象分
为普通票、优惠票和团队票。

其中，指定日是指包括开园
日、“五一”假期、端午节假期、中

秋节假期、“十一”假期这些日
期，票价 160 元；其余时间为平
日，票价为 120 元；可任选 3 天
入园的三次票为300元；同一购
票人入园不限天数的全程票标
价500元；残疾人士、60周岁以
上老年人、学生、现役军人可购
买优惠票；身高1.3米以下（含）
或6周岁以下儿童免票。

指定日票和平日票均采用
在线销售方式，北京世园会线上
购票和团队预订均需提前预约
入园日期。从 1 月 20 日起至 4
月28日预售期间线上购票可享
九折优惠。部分优惠票需在会
期至现场窗口持优惠证件购
买。三次票与全程票将在会期
进行现场销售。

世园会开放线上购票

本报讯 记者黄俊毅报道：
“北京世园会作为科技生活发展
新生态的展示舞台，将会给游客
带来一场科技盛宴。”北京世园
局副局长叶大华介绍说。

世园会的科技感体现在场
馆设计上对节能环保新技术的
运用。国际馆由 94 把花伞构
成，夜幕降临时，花伞叶片上的
投射灯将会营造出多姿多彩的
夜景。“花伞设计不只是为了美
观，考虑到世园会举办时正值北
京炎热的夏季，我们采用建筑遮
阳、自然通风、太阳能光伏发电、
蒸发冷却降温和雨水回收利用
等技术，让国际馆成为一座绿
色、环保、低能耗的建筑。”国际
馆设计师游亚鹏说。

北京世园会还充分利用现
代高科技，为游人提供全新体
验。自然生态展示区依托虚拟
视觉与人机互动技术，以我国神
话故事“山海经”为题材，构建

“奇幻光影森林”，将夜晚的园区

打造成为全景舞台，为观众奉献
一场科技文化与自然景观相融
合的视觉盛宴。

同时，游客通过“一部手机
游世园”的APP，可享受吃、住、
行、游、乐一条龙式的全程智慧
导游服务，避免传统园林拥堵、
滞留的烦恼，园区综合承载能力
得以大幅提升。

北京世园会以物联网和
5G 为“神经”，以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为“大脑”，将世园会从传
统的园林艺术展示舞台，变成
人、科技、自然与文化有机结合
的和谐环境。

“本届世园会作为科技生活
发展新生态的展示舞台，将充分
展示新一代5G通信技术在远程
医疗、无人驾驶、无人物流和无人
机等多行业的创新型应用。届
时，游客还能在园区体验到机器
人讲解员、机器人咖啡师和机器
人保洁提供的优质服务。”北京世
园局宣传策划部部长崔勇说。

园区设计尽显科技范
2018年11月15日，在云南大理喜洲镇拍摄的洱海。 新华社记者 王安浩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