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 江 省 水 利 水 电 勘 测 设 计 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郭 磊  



三、水产业链在浙江实践探索

二、浙江水利数字化改革实践

一、浙江省数字化改革



XXXX有限公司办公室地址位于国际性新能源基地徐州，于2017年08月成立，注册资本为300万元人民币。

PART ONE
 一、浙 江 省 数 字 化 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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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跑一次”改革

政府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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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612” 体系 
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强劲动力

1   基 层 治 理

丨 工作体系



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改革

7

       -- 将数字化应用叠加到传统的体制机制上，实现数字赋能；

      -- 着眼于信息技术的融合应用，突出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管”

字上推行数字化应用。

       -- 将经济社会的运转和治理建立在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底座”之上，实现数字驱动；

      -- 着眼于体制机制创新，推动生产关系适应数字化时代发展规律和特点，在推进深层次系统

性制度重塑上重点发力，加快实现流程重造、职能重组、资源重配、机制重构、生态重建。

丨 定位

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改革

赋 能



重大应用 重大需求 多跨场景 改革事项 建设单位

浙里“新成员”

1.在管理者的角度，有利于建立低成本、高
效率管理模式，全面掌握数据、精准把握动
态、实现科学决策；
2.在新成员的角度，有利于新成员享受更优
质、更多样公共服务、更自由地跨区域流动、
更好融入城市生活。

1.电子居住证一指办理
2.积分管理与应用
3.新成员画像

1.研究制定《浙江省新成员量化积分管理办法》《浙江省各县
（市、区）积分管理导则》等标准规范；
2.对接省级部门有关系统，打破数据壁垒，实现共性分自动赋
分；
3.强化积分应用，实现积分管理省、市、县贯通。

省发展改革委

帮农促富应用
1.加快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2.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消除薄弱村；
3.低收入农户基本同步实现现代化。

1.产业促共富
2.建设促共富
3.帮扶促共富
4.农村改革促共富
5.数字促共富

1.重构清单化推进机制，落实清单化管理，健全“两进两回”
长效机制； 
2.重构监管体系，建立健全农业农村领域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
富裕的综合评价办法； 
3.打通农业农村领域相关部门数据壁垒，加快构建“乡村大脑+
产业地图+未来乡村”建设格局；
4.整合涉农资金，完善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

省农业农村厅

浙里双碳协同
创新应用

1.构建全省碳达峰碳中和统计监测体系，摸
清“碳家底”，有效提升主管部门碳达峰碳
中和治理能力；
2.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约束下，进一步提高
资金、能耗等各类要素配置效率；
3.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强约束下，企业面临全
面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为企业提供能效水
平、碳效水平精准定位的服务。

1.碳监测
2.碳金融
3.碳效码

1.绘就碳达峰碳中和智治地图，实现对全省碳达峰形势的无感
监测和智能预警；
2.构建碳达峰碳中和整体智治体系，完善能源、产业结构调整
机制，健全能源、土地、资金等要素优化配置制度。

省发展改革委

... ... ... ... ...

编制重大需求清单

围绕六类需求

编制多跨场景清单

坚持四个导向

编制重大改革清单

聚焦制度重塑

梳理最佳应用清单

实战实效 管用好用

是否围绕
1.群众高频需求
2.企业共性需求
3.提升政治能力需求
4.推动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
代化需求
5.打造金名片提升竞争力需求
6.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求

坚持
1.需求导向
2.问题导向
3.效果导向
4.未来导向

三张清单（方法论）



三张清单（方法论）



V字模型



Ë 平台：一种计算机软件系统，可以是若干个系统的

组合，主要为具体功能性的应用提供开发与运行环

境。

Ë 系统：由一组相关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应用构成的统

一体。

Ë 应用：由一个或多个组件构成的，在给定的领域内

实现某种业务功能的软件。

Ë 组件：可独立封装可执行特定功能的一个或多个模

块的集合体。

Ë 模块：能够单独命名并独立地完成一定功能的程序

语句的集合（即程序代码和数据结构的集合体）。

数字化改革术语 话 语 体 系



Ë 应用场景：以数字技术的深度运用呈现一项或多项

业务对象、功能、流程等要素特性的数字化环境。

Ë 多跨协同：跨业务、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跨

系统的工作协同。

Ë 多跨应用场景：跨业务、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

跨系统的应用场景。

数字化改革术语













“最系列”评选结果



• 给老百姓、企业办事提供了很多便利。不仅仅是

办事效率提高，体现了真正的变革。【医院挂号、

交通罚款、外出停车、开劳务发票】门难进、脸难看、

事难办。

• 极大的推动了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共享。

• 培养了干部的数字化思维。（数字中国）

体会—政府

• 数字化改革，是一把手工程。

• 改革成果，打折扣。

“政府理念创新+政务流程创新+治理方式创新+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四位一体架构的政府全方位、系统性、协同
式变革。

形势在变化、目标在迭代、工具在升级，但以数字化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思维理念从来没有变，以改革破
除深层次体制机制梗阻的方法路径从来没有变。



PART TWO

 浙江水利数字化改革实践
浙里“九龙联动治水” 水利大脑



管风险
守住防汛安全生命线

管河湖
建设江南水乡幸福新高地

管供水
筑牢饮水安全网

管资源
树立南方节水新标杆

管工程
打造浙江水网

管廉政
建设“清廉水利”

（一）六大浙水系应用



l 需求清单

1. 洪水预报精度不够、预见期不足、颗粒度不细
2. 洪水调度不精细
3. 山洪灾害应急处置协同不足

水情雨情、流域防洪、山洪联防、水库纳蓄、
会商中心

1. 提升洪水预报预警能力
2. 转变流域洪水风险预警模式
3. 建立山洪灾害联动管控机制

ü 预报站点：56个                        142个
ü 作业效率：3小时/次                1小时/次
ü 预警模式：洪水预警                 风险预警             
ü 预警范围：点状                         线和面                  
ü 风险研判：人工（3-5小时)  自动（1-2小时）l 场景清单

l 改革清单

围绕流域性洪水、小流域山洪、水库病险等重大风险，回答“降雨在哪里、洪水在哪里、
风险在哪里”三个问题，提升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方面能力，增强风险防范的主动性。
与省应急厅“防汛防台在线”应用实现互联互通。

1.“浙水安全”应用



浙水安全



l 需求清单
1. 服务渠道不畅通
2. 供水运管有短板
3. 联动协同能力不足
4. 供水安全存在风险

用户服务、安心水厂、清洁水源

1. 推动供水管理制度重塑
2. 重塑城乡供水业务流程
3. 创新城乡供水管理机制

l 场景清单

l 改革清单

聚焦群众“有水喝、喝好水”需求，实现供水态势全掌控、供水问题早发现、保供风险可预
测，构建完善 “从源头到龙头”全过程“智治+服务”的城乡供水现代化治理体系。我省首创
“城乡同质、县级统管、数字监管”改革成果，在全国推广。

ü 水质达标率：          85%
ü 规模化供水覆盖率：79.6%
ü 在线监测水厂：      490座
ü 在线监测覆盖人口：  80%
ü 供水事务：          城乡分割
ü 风险研判：          人工研判
ü 群众服务：          急难愁盼

96%
91.5%
2159座
92.61%
城乡一体
智能主动
民呼我为

2.“浙水好喝”应用



l 需求清单

1. 水资源形势分析时效性不强
2. 用水监测体系不完善
3. 跨部门统筹协同能力不足
4. 节水内生动力不强

1. 创新水资源综合评价制度
2. 重塑取水户涉水事务多跨闭环监管机制
3. 重塑企业节水水平评价机制
4. 创新政企银联合机制

l 改革清单

水资源态势、取用水在线、浙企在节水

l 场景清单

ü 全省20757家重点工业企业、178家供水企业、128家高校
实现节水动态实时监测，累计发送取用水预警服务信息1.4万
余次，问题处理率99%。

3.“浙水节约”应用
聚焦水资源供需态势不清、刚性约束不强、节水动力不足等问题，围绕建立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和

实施国家节水行动，构建水资源综合评价、用水量监测分析等模型，重塑取用水闭环监管机制。政企银
联合，创新推出“节水贷” ，激励企业主动节水，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l 需求清单
1. 河湖长制工作体制机制不够顺畅
2. 评价考核和激励问责力度不足
3. 社会公众参与度不高

河长在线、河湖健康、大众护水

1. 重构河湖管理保护工作体系
2. 重塑政府与社会治水关系
3. 强化河湖长管理机制
4. 创新河湖健康评价体系l 场景清单

l 改革清单

ü “天空地人”一体化感知体系
ü 水利部督办我省问题数同比下降30%
ü 全省河湖长通过河长在线巡河234万

人次，发现问题21.7万个，协同处置
20.5万个，问题解决率达94.5%

ü 大众护水注册数达318万人，月均超
30万人参与治水监督和公益护水

4.“浙水美丽”应用
以河湖长制为牵引，自动评估履职进展，动态监测治理成效，闭环解决公众问题，推动省

市县乡村5级4.96万名河湖长履职更高效、18个成员单位协同更有效、数百万名公众护水热情
更高涨，重构“党政统领、部门协同、社会共治”治水工作格局。



1. 重塑水工程管理制度
2. 构建以项目为核心的水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
3. 建立水库三色码管理新模式

l 需求清单

1.水利投资推进指导不精准
2. 水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待加强
3. 水工程建设、运行智慧化水平不高
4. 市场主体监管不足

l 改革清单

水网智谋、水网智建、水网智管（智慧水库）

l 场景清单

ü “水网智建”在新疆兵团等地推广复制
ü “智慧水库”在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媒体宣传报道

5.“浙水畅通”应用
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水安全保障需求，围绕“三纵八横十枢”的浙江水网总体格局，

以水工程谋、建、管为主线，打通规划、建设、管理环节，重塑水工程全过程闭环管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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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网智谋作为浙水畅通的主要场景之一，通过“省市县协同办公、基础数据逐步归集、
短板问题自动汇集，需求科学合理分析”等手段，构建了水网蓝图、规划项目库、水网一
张图、投资推动、规划成果、规划监管、薄弱环节、水网问题等多个场景。

丨 浙水畅通——浙水智谋

• 一网洞察    物理水网总体格局，防洪保安能力及水资源保障能力
• 一键溯源    项目从规划、前期、建设等全周期、全流程的串联、监管，实现规划项目精准管理
• 一榜促成    比学赶帮超氛围，促进各地市高质量完成年度目标及重点任务
• 一图预测    全省投资趋势，辅助水利投资计划决策及下达
• 一表搭建    水利投融资新渠道，吸引社会资本，促进安全美丽的浙江水网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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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市场系统——实现了从业单位的单位基本信息、单位资质、人员及人员证书、项目业绩、良好行为

等信息维护功能，实现包括行政处罚、失信被执行人外部数据同步。实现了从业单位信息公示功能，为水利

建设项目招投标提供从业单位信息验证平台。

已纳入监管各类水利建设市场主

体4000多家，从业人员13万多人，

对自愿参评的1900多家单位开展信

用评价。

信用评价系统——基于《浙江省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价指引（2022）》，以建设市场数据为支撑，

实现包括水利建设、施工、设计、监理、咨询、检测等市场主体的信用评价。

丨 浙水畅通——浙水智建(建设市场、信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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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了工程投资、质量、安全、合同履约、

电子签章、工地现场、党建进工地等七大场景

应用。

 形成预警在线、实干争先、质量综合评价、

安全综合评价等四大核心算法模型，实现突破

性的改革和颠覆性创新，真正实现了“智慧”应用。

2022年，作为浙江省唯一水利智慧工地项目

列入全省“一地创新、全省共享”“一本账

S0”清单，并获得水利部电子签章应用试点。

工程建设管理“智慧工地”：管理创新、防范风险、提升效率



l 需求清单

1. 水利工程项目多、任务重、资金大、牵涉部
门广，违法违纪易发多发

2. 关键领域透明度不够
3. 监督工作闭环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1. 重塑水利工程建设监管模式
2. 创新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体系
3. 重构水利廉政风险防控体系

l 改革清单

透明工程
透明权力
透明整改

l 场景清单

ü 全过程跟踪监测：从项目立项到工程验收全过程监测工
程建设管理各类事项，制定51条预警规则，跟踪监测
建设项目信息、市场主体行为。

ü 动态发布风险预警：采集数据33.48万条，向763项工
程、568家企业动态发布风险预警（提醒）1576个，
提前防范工程建设管理各类风险隐患。

ü 闭环处置风险预警：解除风险预警1239个。规范了13
个项目的设计变更，推动170项工程(标段)建设进度，
督促农民工工资支付687.3万元。

6.“浙水清廉”应用
围绕水利行业监督风险研判管控，汇聚各类行权信息。已上线“透明工程”场景，对水利工程

建设全过程实施动态监测，智能研判各类风险，实时预警和闭环处置。“两个责任”同向发力，保
障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廉洁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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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浙水清廉——透明工程

透 明 工 程

• 系统再造流程，实行闭环管控；

• 打破数据壁垒，实现部门协同；

• 全省共建共享，实现三级联动；

• 信用评价挂钩，实现制度重塑；

将全省1985项水利工程纳入管理

向858项工程、619家企业发布风险预警

解除风险1602个

破解大体量水利投资建设的监管难题，系统防范工程建管风险。



水利数字化改革总体框架

水利大脑定位是水利行业统一的智慧中枢，为九龙联动治水重大应用提供智能化支撑，提升应用的智能化能力
和“四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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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利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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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大脑——流域防洪智能模块

  流域防洪智能模块运用10项算法，构建7个业务模型，初步建成降雨监测分析、洪水预
报调度、风险动态研判、洪水风险管控4个智能单元。解决“降雨在哪里、洪水在哪里、风
险在哪里、风险如何管控”的问题，打造一站式、实战化的水旱灾害防御新模式，增强风险
防范主动性，实现洪水防御能力跃升。

“ 梅 花 ” 台 风 防 御 期 间 利 用 智 能 模 块 开 展 会 商 研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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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洪联防智能模块运用了8项算法，构建8个业务模型，建设山洪风险识别、山洪风险预
警、山洪风险管控 智能单元，有效解决降雨在哪里、山洪在哪里、风险怎么管控的问题。

水利大脑-山洪联防智能模块

防 御 台 风 梅 花 期 间 ， 利 用 山 洪 联 防 智 能 模 块 生 成 五 色 图 ，
面 向 社 会 发 布 山 洪 预 警 信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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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饮水保供智能模块运用了6项算法，构建了3个业务模型，初步建成水质水量监测、
水质水量预警两个智能单元，重点解决全省6540万人民关心的“水够不够、好不好”的问
题，化解城乡居民饮水风险，保障城乡居民饮水安全。

水利大脑-城乡饮水保供智能模块

  通过城乡饮水保测智能模块，可实时测算
全省90个市县饮水保供情况和监测全省9824个
水厂实时运行情况。上线以来发出区域保供预警
20多次，水厂运行异常预警4206次，水源旱情
预警15541次。

特别是2022年7月和8月我省持续高温，通过
该智能模块自动分析水源地可供水量、保供天数，
精准识别旱情影响范围和分布。我厅据此对全省
抗旱保供水工作做了部署，向嵊州市、苍南县发
出黄色预警，庆元县、岱山县、慈溪市发出橙色
预警，为市县及时响应、提早处置提供决策支持。
通过用水高峰期补水、启用应急水源等方式保障
了14.6万人干旱条件下供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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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大脑-工程建设风险防控智能模块2.2
工程建设风险防控智能模块：是立足水利工程

建设全生命周期管理，以问题为导向，全面分析梳
理了五个阶段、10个重点环节、38个重点事项，
制定预警规则51条，建立水利工程建设领域行业监
管模型，动态监测建设项目信息、市场主体行为，
实时发布预警、闭环管控风险。让各类风险预警公
开透明，以工程建设全过程的透明性应对风险发生
的不确定性，确保工程安全、资金安全、干部安全。 

  工程建设风险防控智能模块上线试运行以来，目
前已将2114个项目纳入管理，涉及资金405亿元，
采集数据46万余条，向836项工程、675家企业发
布风险预警（提醒）1781个，风险处置率99%以
上、风险解除率达85.1%。     



• 有助于厅领导全面、快速、实时了解情况。

• 有助于处室之间工作移交。

• 体现改革初衷。

• 培养了干部数字化思维素养。顺应数字中国、数

字经济建设的要求。

小结-水利

（1）基础不够扎实。

（2）数据。；

（3）水利大脑，智能模块还不够深入；

（4）数字化工作方式。

（5）网络安全、国产替代等。

• 领导重视。一把手亲自抓。

• 很多工作平台。



PART THREE

 水产业链在浙江的实践探索



浙江水网以浙北、浙中、

浙东三条水资源配置通道，沟

通八大流域水系和十余个重要

水库枢纽节点，构成物理水网

“三纵八横十枢”的总体格局。

有 水 喝 喝  好  水

保 安 全 谋  幸  福

人 水 相 争 人 水 和 谐

共 生



开化水库

项目重要性

国家重点推进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首个国家水网骨干工程

位于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境内

包括水库工程和输水工程

36个月



开化水库

总投资45亿元

总库容1.8亿m3

集雨面积233km2



感谢您下载包图网平台上提供的PPT作品，为了您和包图网以及原创作者的利益，请勿复制、传播、销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包图网将对作品进行维权，按照传播下载次数进行十倍的索取赔偿！

ibaotu.com

1、2020年7月开化县洪水受灾情况：



感谢您下载包图网平台上提供的PPT作品，为了您和包图网以及原创作者的利益，请勿复制、传播、销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包图网将对作品进行维权，按照传播下载次数进行十倍的索取赔偿！

ibaotu.com

2、开化县缺水问题特点



水利工程常规项目管理的内容与存在问题

1. 合同履约不透明，存在扯皮、争议现象。

2. 设计变更存在不及时性；图纸查询不方便，容易破损。

3. 形象进度展示不直观，管理单位对现场进度管控困难。

4. 质量管理相关资料报审不及时，存在资料后补、造假问题。

5. 建设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问题不及时闭环，难以跟踪。

6. 工程周期长，建设资料多，过程管理不善容易缺失；。

7. 存在现场作业人员、机械、材料投入无法实时掌握。



开化水库建设管理平台

Ø 建立作业面装卸、线路运输、施工强度、用料调

度等全方位仿真系统，实现“孪生大坝”建设。

施工强度仿真

智能碾压



开化水库建设管理平台

01
建管业务结构化表单

全覆盖，累计不重复

表单2500余张

02 03 04 05
业务紧密融合，进度

款支付、质量验评在

线无纸化流转

手机移动端、平板、

PC端多端协同互通



开 化 水 库

始于1999年
• 钱江源流域防洪控制性工程

• 开化县优质水资源保障工程

• 期盼已久的民生工程

• 浙江省在建最大水库



Part 建设思路—建设思路

四
云
建
造

四
智
决
策

按照“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的原则，以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为主线，以数字化场景、智慧化模拟、精准化决策为路径，打造
具备“四预”功能的贯穿开化水库全生命周期的智慧应用体系。

  全过程、全要素、全方位



Part 运行期数字孪生—核心重点



Part 运行期数字孪生—应用实现

动态感知，在线分析

02

04

01

03

05
06

数据驱动，辅助决策

优化调配，安全高效

机器换人，少人值守

设备健康，一码管控

工程效益，自动评价



• 数字孪生流域（工程），好像更多关注的是三维可视化，也很烧钱。四个统一。

• 客观认识数字化转型的作用。

• 充分认识数字化改革面临的阻力。

• 文化和制度。

小结



一 座 、 的 未 来 水 库

数 字 孪 生 工 程 建 设 的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