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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江城市基础设施
全部标记赋码

湖北日报讯（记者张元媛）“3条河，8个湖泊，63个水库，
中心城区280条道路中心线和道路面，都已进行数据采集。”4
月15日，枝江市城市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胡
训林介绍，枝江市已完成全域地形地貌基础测绘数据采集，将
城市基础设施实物数字化，为编码赋码提供基础数据保障。

今年1月，我省县域首张带有“数公基”编码和标准地址的
不动产证书在枝江发布。在全省县域率先完成城市数字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试点以来，枝江谋划推进城市生命线场景应用，利用
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标准数据资源，进行城市安全运营监测。

此前，该市路灯、公厕、管网等城市部件由不同部门建设，
信息关联不够，导致家底不清。现在，在城市信息模型
（CIM）平台上，三维建模融入CIM地图，地面地下的城市部
件所处方位一目了然。目前，枝江全市井盖、路灯、房屋、公共
厕所、垃圾桶等公共基础设施全部标记数据信息完成赋码，地
下管网采集数据点位达34080条。

“今后，城市建设地面施工时，可以清晰知晓地下的场景，
避免挖破地下管网。天然气、供水、排涝等，可实现可视化安全
监管。”胡训林说，今年，枝江将建设物联网感知基础平台，推动
物联感知终端接入和数据汇聚，实现感知数据共享共用，探索
城市生命线场景应用，进行城市安全管理和安全运营监控。

宜都市民不动产
有了“数字身份证”

湖北日报讯（记者金凌云、通讯员钟旭、黎文来）4月2
日，在宜都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市民周博文办理了含有城市
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编码和标准地址（以下简称“数公基ID”）
的不动产权证。

“扫描不动产权证上的二维码，除了能看到产权证号、宗
地图、分户图、抵押、查封等信息外，还能显示新的标准地址和
房屋数公基ID，为我们办事提供了更准确的信息。”周博文用
手机向记者演示。

以往在房地分散登记时，因不同部门间工作要求不一、登
记标准不一、信息共享不及时，导致部分房屋地址不规范、不
完整，群众在办理户籍迁移、学区认定、税费减免等事项上需
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去年12月，宜都市启动城市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工
作，按照“数公基ID”要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积极参与，与政
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公安局、民政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等部门紧密配合，主动对接“数公基”数据信息，推进公安标准
地址与房屋登记信息编码赋码，将标准地址和“数公基”编码
应用到不动产登记证书上，实现了房、证、地址统一目标，推动
了标准地址地名的运用。

截至目前，宜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已经为55处房产赋予
了崭新的“数公基ID”。

“三峡柑橘产业大脑”
远程把脉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吴坚 周泉 通讯员 周华山

光照强度：72.9kLx（千克勒斯）；空气温度：20.6℃；风速：
1.2米/秒；日累计雨量：0mm；20cm深度土壤温度16.4℃、湿
度19.9%。

4月11日，秭归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李力登录“三峡柑
橘产业大脑”，50公里外的郭家坝镇烟灯堡村智慧农业示范
基地脐橙种植情况跃然眼前。屏幕上，绿色山脊被脐橙布满，
柑橘分布情况一目了然。

“根据这些数据，可以为柑橘种植把脉问诊。”李力说，
平台在统筹采集全县柑橘园“四情”之后，会自动生成“测土
配方施肥建议卡”，包含有效磷、有效锌、pH值等10余个土
壤肥力评价。

2021年，秭归建设“三峡柑橘产业大脑”，将物联网探头
传回的数字整合，解决数据分散疏于利用的问题。

平台共有9个板块，其中，耕地信息模块，可以看到每个
点位土壤的有机质等重要土壤营养成分；物联数据模块，实时
获取不同土壤层的温度、湿度、光照、虫情实时画面等生产环
境数据；气象监测模块，可以看到秭归县全域天气情况，气象
环境的监测等。

李力说，平台融合了卫星遥感技术与地面监测系统，终端
设备将数据通过5G网络回传到管理平台对数据进行分析，
各板块对应不同的应用场景，进行精细管理。

秭归全县80%以上的行政村都种有脐橙，总种植面积近
40万亩，年产脐橙超100万吨。但当地多高山峡谷，山地小
气候特征明显。根据“柑橘大脑”收集的数据，相关部门可针
对性为果农提供技术指导，还可为调整柑橘产业结构提供决
策支撑。“比如伦晚更适合在低海拔沿江区域种植，海拔350
米以上的将逐步淘汰。”李力说。

“目前收录数据的地块超过45万个，涉及4.2万余户果
农。”李力说，根据规划，未来平台还将实时采集各地柑橘价
格、秭归柑橘物流信息、果农品改情况等数据，为果农提供价
格指导，为经营主体提供品控管理及行情分析，为消费者提供
产品溯源。

烟灯堡村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内的数字基础设施。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吴坚 郭启超 摄）

宜昌“数公基”平台搭建完成——

万物赋码让城市治理更智能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金凌云

城市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以下简称“数公基”）是以数据创新为驱动、

通信网络为基础、数据算力为核心、市政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与改造为支

撑的基础设施体系。

通过城市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唯一标识，各政务部门可清晰掌握

城市基础设施对象的数量、位置，推动城市设施责任主体的明确，

基于城市数字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数据的记录、共享和交换，实现

城市各类信息资源更加高效的共享、关联和应用。

“数公基”平台的建设和运行，正深刻影响宜昌的

城市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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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2 日，三峡大数据中心一楼展

厅，宜昌城区324平方公里区域微缩图，地形地貌、河流、

建筑物、城市道路等跃然屏上。

2022年10月，宜昌被列为全国城市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首批试点城市。2023年12月，宜昌“城市数字公共基础设施试

点建设（一期）”项目通过验收，12条试点经验在全省推广。作为

全省首批3个试点城市之一，宜昌已完成数据公共基础设施平台

搭建，建成编码赋码系统，上图实体对象实现100%赋码。

目前，该平台基础数据已经达86亿条，每天有36个部门

进行数据交换，数据流动超过350万条。

当万物都有自己的“身份
证”，城市会发生什么变化？

三峡大数据中心主任陈登宏
介绍，万物基于数字“身份证”，一
旦发现天然气、水管等管道有破
损或者其他安全隐患问题，市民
扫描上报，通过“身份证”提供的
标准地址快速定位，可提高出警
效率；管线公司能够根据“身份
证”实时追踪管线状态，了解维修
历史、检修记录等信息，及时派遣
维护人员维护、检修。周边行人
也能通过城市生活App，及时了
解情况，进行反映。

大数据是支撑城市全面数字
化转型发展的基础。去年起，按
照“优先城市安全、突出社会治
理、注重民生服务、兼顾产业发
展”的思路，宜昌城区对107类实
体进行编码赋码落图。

全域地形地貌、建筑物和构筑
物白模、行政区划、城市道路、水域
河流五大类数据，标准地址、实有

人口、实有房屋和实有单位，平台
可见的均有各自的“身份证”编码。

点击鼠标，视角放大至宜昌
市西陵区锦绣社区，随意点击一
个窗户，房屋地址精确至门牌号，
户主身份信息、家庭成员乃至常
住人口都一一显示。

工作人员介绍，107类实体身
份编码共有21位，前6位代表行政
地址，中间6位代表分类，后6位则
是编号。不仅具有唯一性，而且统
一标准，打破了“千行百业，行行赋
码，层层加码”带来的信息壁垒。
未来，宜昌城市街道任何基础建筑
实体，小到一盏路灯、一个井盖、一
根充电桩、哪怕一个垃圾桶，都会
拥有自己的“身份证”。

目前，宜昌中心城区324平
方公里标准地址、实有人口、实有
房屋和实有单位数据已全量编码
上图，8个县市和夷陵区总体完
成80%左右，计划6月底前全面
完成市县基础平台建设。

107类实体对象编码落图

连井盖和垃圾桶都有“身份证”

万物互联让城市治理更智能

AI监控预警掐灭危化监管盲区

“数公基”平台搭建起城市管
理的“四梁八柱”，为城市运行装
上智慧“大脑”。

化工产业是宜昌支柱产业，
安全也是监管重中之重。

正在运行的重点危险化工企
业监管平台，监控镜头中一家企
业锅炉房产生明火，平台立即向
企业负责人发去预警信息，几分
钟后便收到处理回复。

工作人员介绍，对于重点危
化企业，平台一共设置17种预警
类别，包括吸烟、明火、脱岗、安全
帽等，摄像头将影像传输至平台
后，自动启动视频AI分析，一旦
发现预警类现象就及时告警。

点一点鼠标，画面一转，来到
枝江姚家港宜化厂区。几个卡通
小人在画面中移动，这是数字孪
生的员工。“平台能生成数字建
筑，同样人也可以数字展现。”操
作人员介绍。

危化品生产区域，每个工作
人员的工牌中都植入了芯片，芯
片不仅包含个人信息，还能进行
定位。人员在岗与否，移动路线，
都能在屏幕上实时显示。对于监

管部门来讲，企业人员在岗与否，
安全情况随时可知。

目前，基于宜昌城市数字公
共基础设施底座的CIM地图、高
清遥感影像以及倾斜摄影，企业、
园区、重大危险源、物联监测点、
人员车辆定位等均能可视化呈
现，减少危化安全监管盲区。

与此同时，与平台关联，消防
智能接处警场景通过智能语音分
析报警信息，匹配标准地址，快速
定位目标地，智能规划最优路线，
提高出警效率。智慧工地系统与
工改系统的规划审批信息对接，
借助底层平台支撑获取建筑物规
划红线，叠加建筑物实景信息，可
更直观地识别建设单位是否超出
红线边界。

今年起，平台开始向应用探
索，除了安全监管，利用城市数
字公共基础设施提供的行政区
划、CIS地图、地形地貌、化工企
业标准地址等基本数据，长江大
保护带来的成效变化可看、未来
趋势可判；通过规划体系、重点
项目、评价考核、协同执法实现
可控可管。

不用自证“我家是我家”

宜昌换发102万块二维码门牌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元媛 王献科 通讯员 卢升泳

4 月 17 日，
在兴山县城市运

营管理中心，操作人员正
在查看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设备运行情况。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曙松 通

讯员 乔长姣 摄）

湖北日报讯（记者张元媛、王献科）在
宜昌市伍家岗区打工的陈明开心地告诉工
友们：“孩子今年可以在宜昌上学了！”由于
居住地有了临时二维码门牌，近日，他领到
了居住证。

陈明是四川人，带着妻子在宜昌市中南
路一建筑公司务工，打算将孩子转学到工地
附近的幼儿园。因住所属于临时搭建的工
棚，既无租房合同，也没门牌号，无法申办居
住证，缺少公立幼儿园必备就读条件。伍家
岗区宝塔河派出所民警刘翠英了解到陈明

的困难后，反映给宜昌市公安局工作专班。
宜昌首次提出“临时地址数字化管理”，决定
为在建工地发放临时二维码门牌。

近年来，大建设期的宜昌，迎来数以万计
的城市建设者。不少务工人员居住在建筑工
地、活动板房、临时工棚等无地址信息房屋
内，生活、就医、购物等面临诸多不便。

截至目前，该区已采集21家在建工地信
息，发放“中南一路临1号”“中南一路临2
号”等二维码门牌，512名外来务工人员凭借
门牌信息，成功申领到了居住证。

为在建工地发放临时二维码门牌

512名外来务工人员领到居住证

号址不一、一号多址、多号一址、有址无号、
有号无址，连锁引发子女上学、银行贷款等问题
无法处理，居民不得不自证“我家是我家”。这
是一些市民常常遇到的问题。

宜昌市创新“以码定址”模式，为建筑物
和房屋发放“数字身份证”，有效解决因房屋
地址混乱给居民带来的麻烦。

截至4月12日，宜昌换发二维码门牌
102万块，实现城区全覆盖。

“一标三实”破解地址无序

以往，门牌号码无序常常导致一些让人啼
笑皆非的尴尬事。

“户口本上写的松林路，门牌上、房产证上
是中南一路，子女入学、去银行办理贷款时就会
遇到麻烦。”宜昌市伍家岗区白家冲社区工作者
薛峰说，同一个居住地址，因学区划分不同，中
南一路在附近小学的招生片区范围，松林路却
不在名单之列。为了孩子读书，居民不得不找
社区开具“奇葩证明”，证明“我家是我家”。

这种地址混乱是如何造成的？宜昌市公
安局科技支队政委、“一标三实”工作专班副
组长詹宏韬介绍，城市发展过程中，路名、小
区地址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比较常见。比如，
中南一路上的建筑、房屋在规划建设时，以

“松林路几号地块”命名，此后，民政部门正式
命名为“中南一路”，从而导致户籍地址、不动
产地址、门牌地址不一致。

在宜昌城区，一个地址指向3个小区，让
快递人员摸不着头脑的现象屡见不鲜。宝塔
河派出所民警刘翠英在走访时发现，东山大
道一个地址对应3个老旧小区，每个小区都
有1号楼1单元1楼。这3个小区原本地址
信息不一样，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3个小
区合成一个小区，地址变为同一个，但依然保
留各自的小区通用名。

“对房屋、建筑信息缺乏全生命周期服
务，时空数据前后不一致，导致存量地址数据
无序。”詹宏韬认为，这种无序深刻影响与地
址相关联业务，相关业务部门、社区、居民开
具大量证明，给居民造成不便，浪费行政成
本，数据串接不起来，妨碍了数字经济发展。

2023年，宜昌市统筹推进城市数字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一标三实”共建共享和迭代升
级，在城区推进二维码门牌试点。

宜昌市公安局科技支队副支队长全江介
绍，“一标三实”即标准地址和实有人口、实有
房屋、实有单位。通俗来讲，二维码门牌就是
建筑物和房屋的“数字身份证”，即将标准地
址对应生成的二维图案，添加到实体门牌上，
制作成二维码门牌。

居民扫码门牌即可“一码通办”

在宜昌市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上，
每个建筑物白模都被编码赋码。全江告诉湖
北日报全媒记者，二维码门牌具有三大特性
——唯一性，发放二维码门牌相当于为每个
地址、每栋房屋赋予了一个“身份证”；规范
性，严格按照地名地址规范进行编制，防止一
地多名、重名问题；精准性，可包含精确的地
理坐标与空间位置信息，实现地址名称与空
间信息的关联。

通过二维码门牌，存量地址实现“多址一
码”，不动产、户籍地址等即便不一致，与二维
码关联后，指向同一栋建筑同一所房屋。

新增地址与老地址冲突怎么办？詹宏
韬介绍，宜昌通过改造部门业务系统，将地
址生产嵌入部门核心业务系统和关键环节，
打通信息渠道，构建增量标准地址生产流
程。涉及工改及房屋安全管理平台、智慧区
划地名公共服务平台、不动产登记平台、网
格管理系统、一标三实平台、自然资源综合
平台等，确保地址元素前后端衔接一致。目
前，宜昌已使用标准地址办理9000多份产
权证书。

去年8月，宜昌首张“二维码”门牌在伍
家岗区中南路东辰一号峰景小区安装上墙，
标志着宜昌正式启动二维码门牌发放。

随着城市“数公基”平台建设日趋完善，
二维码门牌还将被赋予一码多扫、一码通办
等功能。未来，居民可通过手机扫码获取基
于目标地址、房屋的社会福利、医疗保健、康
养服务、子女就学、物资配送等服务。

关于二维码门牌是否安全的问题，詹宏
韬表示，扫描门牌上的二维码，只能看到门牌
地址和便民服务信息，不涉及个人隐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