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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济南市城乡建设数字化中心组织
专家对济南住建12345工单“信息系统数据分析
服务”项目进行了验收，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陈红，山东大学（青岛）党工委委员、副
校长兼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曹现强等共同
参与了验收展示会。

会上，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孙宗锋介绍了该项目建设情况，并重点对项目中的
精准、智能派单、市民诉求情感分析、人力资源优化

调整等方面进行了说明。验收专家实地查看了项
目建设及应用情况，听取了建设情况和监理工作总
结报告，审查了相关资料，经质询和讨论，一致同意
该项目通过验收。

“我局一直注重打造智慧住建，发挥大数据优
势，充分运用智能化的分析、管理服务，有效提升
工单派发的准确度，不断提高12345热线工单的
办理质量，让住建服务有速度、有温度。”陈红说，
信息系统数据分析服务项目试运行以来，每件工
单操作时间节省10秒左右，工单智能派发准确率
达90%以上，大大提高了济南市住建局12345热
线工单办理效率，并且通过这种智能化的管理模
式还可以让营商环境得到优化，提升住建系统的
服务效能。

“过去接到12345工单后，工作人员要根据工
单内容，在局属58个三级办理单位中选择出相对

应的部门，再进行派发。而现在系统可以根据工单
内容的关键词，智能推荐出5个对应部门，再也不
用层层筛选，不仅节省时间提高效率，还提供了更
为科学准确的选择依据。”据市城乡建设数字化中
心主任王彦介绍，数字化中心年均处理工单30余
万件，保守估计每天由人工分单到各部门的工单
800余件，每小时要将不少于100件工单准确分配
到58个部门，特别是到了供暖季，一天要处理两三
千的工单，工作强度大，精确度要求高，要想达到准
确分配，还需要工作人员仔细阅读每件工单的诉
求，准确了解各个部门的具体工作职责范围，为了
确保每一个工单可以得到及时解决，工作人员每天
都是饱和工作，基本天天加班。

“有了这样的智能化派单功能，就可以大量节
约人力，降低工作负荷，工作效率更高。”王彦说。
此外，在人力资源优化调整方面，还能测算热线转

办工作人员的需求量，评估常态和
非常态下的热线人员需要量，科学
合理地配置人力资源。

曹现强说，通过信息化时代与公
共管理相结合，实现“数字治理”，发挥新技术的优
势，人工智能可以在社会领域、政府领域广泛运用；
下一步，还可以通过大数据的分析运用，服务于政
策的制定。“可以说住建系统目前是走在前沿，通过
运用智能化信息化的公共管理服务，为市民提供更
加精准高效的服务，未来还可以继续挖掘数据，带
来更多的效能。”

此外，孙宗锋还提到，当前这项技术在全国处
于前列，虽然还是初步的尝试，但随着技术的完善
以及数据的进一步优化处理，相信还会在更多行业
和领域带来新的升级和改变。

（本报记者 谷青 通讯员 关学军）

精准解决百姓难题，热线工单智能派发准确率超90%

济南住建：让服务有速度有温度

为推动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促
进节能减排，进一步改善济南人居环
境，10月24日下午，济南绿色建筑协
会组织20余家会员单位一同走进太
阳能行业唯一的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
企业——山东力诺瑞特新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力诺瑞特”），就绿色建
筑新标准新政策、超低能耗建筑技术
应用以及太阳能综合应用等相关问题
展开了一系列探讨交流。

与会企业代表首先参观了力诺瑞
特阳光展厅、智慧互联工厂、测试评价
中心，深入了解其新能源领域在产品
创新、技术研发、节能推广等方面的发
展状况。据了解，中德合资力诺瑞特
新能源创立于2001年，依托集“自动
化、信息化、智能化、柔性化”于一体的
智能互联工厂，致力于太阳能热水、空
气源热泵采暖、工业热能和舒适家居
等多能互补系统的研发、制造与综合
应用，先后被授予国家科技进步奖、教
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住宅产业
化基地、国家首批装配式建筑产业基
地、中国“煤改电”示范企业等荣誉称
号，现已成为中国清洁采暖·健康热水
领导品牌。

在随后召开的绿色建筑清洁能源
综合应用交流会上，中国建筑节能协
会监事长、原山东建筑大学党委书记
王崇杰表示，在山东建筑大学和济南
绿色建筑协会工作期间与力诺瑞特进
行多方面合作:校企合作方面，为提高
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融合的水平，山
东建筑大学与力诺瑞特合作办学，开
创了建筑领域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本
科专业，向整个行业输送人才，为太阳
能与建筑一体化的持续化发展奠定了
基础；市场推广方面，双方共建一兆瓦
校园太阳能发电项目获批“金太阳”示
范项目；产学研合作方面，“太阳能和浅层地热能在建筑中
利用的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这次
走进力诺瑞特，再次感受到力诺瑞特惊人的发展变化。

济南市绿色建筑协会会长宫强认为，绿色建筑作为
一种宜居舒适的生存载体，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需要。
协会以推广绿色建筑事业为使命，为政府主管部门和绿
色建筑领域的单位提供学术支持和技术服务，以促进企
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为切入点，加快绿色建筑行业的
技术创新，完善绿色建筑的技术标准体系，助力绿色建筑
科学技术向产业成果的转化，推动济南绿色建筑事业的
发展进步。“本次会议的深入交流，定会为加快绿色建筑
行业的技术创新，深入推进我市绿色建筑行业的可持续
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交流会上，来自同圆设计集团、山东建筑大学、力诺
瑞特的代表分别就绿色建筑评价体系、被动式超低能耗
绿建技术应用、绿色建筑太阳能利用等绿建清洁能源推
广应用进行了主题演讲。

最后的研讨环节，与会企业代表均表示，协会组织的
此次活动干货满满，不仅让大家见识到了建筑新能源领
域的先进技术和产品，也对绿色建筑的高质量发展有了
更加清晰的认识，未来将通过会员单位的相互合作，为推
动行业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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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供暖季临近，济南能源集团所属
济南热电有限公司创新模式，实施2.0版
分户热计量改造；同时应用“物联网+智能
终端”技术，通过云端大数据平台，实现用
户用热计量、失水检测报警、远程开关控制
等操作，解决串并联老供热系统问题，真正
做到“我的室温，我做主”。

一户检修 全楼停暖

串并联老供热系统受诟病

上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出现集中供
热。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串并联系统因其
设计简单、施工便捷等特点，被广泛应用
于小区供暖中。据了解，济南市区很多上
世纪80、90年代的老房子供热方式都应
用串并联供热系统，即一个单元用户“串
在一起”，热水采取“上供下回”的单管循环
方式。

“上供下回”串并联系统的问题在实际
应用中也不断暴露。整楼一套循环系统，
几十户居民彼此相互影响。一户管道漏
水，整楼就会被迫停热进行检修，而且容易
出现楼层温度不平均的现象，经过长年运
行，跑冒滴漏现象会越发严重。

“楼上邻居家的暖气出了问题，却要整
栋楼停止供暖，把管道中的水全放掉才能
检修，我们也跟着受冻。”提起去年采暖季
的一次暖气检修经历，家住经十路19112
号院的胥大姐仍然非常不理解。明明是
邻居家的暖气出了问题，自己家却也被

“连累”。
“一户检修 全楼停暖”，串并联系统用

户对这种经历并不陌生。一方面，原来的串
并联系统经过多年运行，管材内结垢、通道
变薄、流量变小，底户暖气片积累了整楼的
杂质，阻塞管道影响循环。另一方面，楼上
的回水作为楼下的供水，户间温差大，有的
过热，有的不热，系统稳定性会越来越差。

实时看能耗 热费日清单

真正做到“我的室温我做主”

如今，破解老系统难题，供热企业从楼
前走向户前，检修到户前、服务到户前，打
通供热服务“最后一米”，让用户享受“同网
同质同价同服务”，满足个性化供热要求。

串并联系统的先天不足无法承载市民
对供热舒适度的需求，其设计理念在本世
纪初就已被摒弃。济南热电生产管理部部
长史凯介绍，通过多年的实践经验来看，竖
立楼内公共立管，实施分户改造，打破串并
联老系统的桎梏，实现“一户一阀、一户一
循环”，才是提升供热质量的最佳方案。

“通过分户改造，每个用户都是独立的
系统，互不干扰、方便检修，还可以大幅提
升供热效果。”史凯说，济南热电通过创新
试点，在实施分户改造的同时，推行户控计
量一体化表计，打造分户改造的2.0版。
经过2.0版改造植入智慧供热系统，用户
可以自主调节热量，真正做到“我的室温，
我做主”，充分满足个性化需求。

经十路19112号院是济南热电今年
分户改造的试点。记者在3号楼看到，崭
新的户控计量一体化表计已经安装到位，
今冬将投入运行。该表计由济南热电供热
试验室研发，采用智能家居理念，应用“物
联网+智能终端”技术，配合云端大数据平
台，实现用户用热计量、失水检测报警、远
程开关控制、自由用热、分时计费、实时热
费查询等功能。

记者了解到，装有户控计量一体化表
计的用户，可以通过“温温暖暖”APP实时

查看日耗热量、热费日清单、采暖费余额，
进行远程自主调控。市民热费实现日抄
表，用户自主浏览每天节能操作产生的收
益，一日一清单，采暖季结束即可兑现收
益。用户用热更加灵活，满足用户的个性
化用热需求。

据史凯介绍，“满足用户个性化服务
要求是一方面，2.0 版分户改造最大的
好处在于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浪费，通过
技术节能促进行为节能，为泉城天蓝冬暖
作贡献。” （本报记者 鲁婧）

应用“物联网+智能终端”技术，配合云端大数据平台

供热分户改造进入2.0时代

近日，家住阳光100国际新城的居民发现，小区里多
了一个铁皮“大家伙”，五颜六色的箱体能吃得下日常生活
产生的各种垃圾，它就是“云清源”智能垃圾分类设备。这
个集触控显示屏、智能扫码、人脸识别、自动称重、照明设
备、监控设备、洗手池、宣传灯箱、雨棚等于一身的“大家
伙”，不仅完善了小区公共基础设施、改善了居住环境卫生，
还使得垃圾分类工作变得高效、便捷，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居
民投放垃圾的习惯。

据了解，云清源采用的是“生态+智能”的运作模式，配
备以智能分类箱为主的硬件和云清源云平台为主的软件系
统，通过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打造了多方
互联的垃圾分类平台，实现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
运输有源可溯、有据可查。

设置于槐荫区振兴街道阳光100国际新城K区的这
套设备，是经过了严格的选址、公示、地面准备、水电准备、

系统测试、人员配备、试运行等一系列工作后，于9月22日
全面正式启动。截至目前，收运厨余垃圾5362.75公斤、
可回收物1394.16公斤、APP注册1087人次，公众号关
注1122人次，减少碳排放约2.5吨。该设备通过人脸识
别、刷卡、扫码三种方式登录，自动称重计量垃圾投放的重
量，将投放的垃圾转化为积分回馈到居民账户，提高了居民
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培养了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

为培养建立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和习惯，云清源委派
了专门的垃圾分类督导员，每天为社区居民服务8个小时。
运行一个月以来，督导员与居民之间形成了良好的默契。“一
开始确实有点不适应，但是这一个多月以来，我们都已经觉
得它是社区不能缺少的一部分了。垃圾分类是利国利民的
大好事，这个智能垃圾分类箱的使用减少了户外垃圾桶的污
染和异味，为社区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社区居民纷纷表示。

垃圾分类深入到每一个家庭的生活，让大人、孩子都

形成垃圾分类的投放习惯，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程度的不
断增强，垃圾分类意识深入人心，才是未来垃圾围城的破
解之道。 （乔诺）

云清源·智能垃圾分类设备2.0版来了

工作人员可在手机上监测供热参数工作人员可在手机上监测供热参数。。（（鲁婧鲁婧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