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梳理原有数据库
按需设置机器人

每天 16 时，在“浙政钉”App 的疫
情防控专班工作群里，都会有个“人”
按时发布一条核查对象在永地址、纳
入管控人员问题统计的消息，各镇（街
道、区）相关负责人也每天在工作群里

“蹲点”，在该消息的链接中查看问题
清单，并认领核查及问题解决任务。

这个“人”并不是哪个具体的工作
人员，而是市大数据局数据资源科依
托省市县一体化公共数据平台、梳理
数据库里的信息后，设置在群里的“小
数 A 机器人”。“小数 A 机器人”每天会
按照设置好的程序抓取相关信息并自
动梳理整合，形成详细清单，为各镇

（街道、区）管控人员提供帮助。
目前，“小数A机器人”还有4个同

伴，分别负责每天红黄码统计、数据核
查报告、各镇（街道、区）待查情况提醒

以及问题清单等内容的整理播报工
作，防止相关信息漏报、误报，确保完
整性、准确性和时效性，并代替人工节
省了人力资源。

“机器人可以按照自己需要设置
提醒信息和频次，这是‘浙政钉’App
里本来就有的内容，我们所做的工作
就是把省里数据处理后搭建与机器人
联系的接口，让机器人成为一支真真
切切派上用场的防疫小分队。”市大数
据局相关负责人说。

接下来，市大数据局将继续深挖
数据价值，开发完善适合基层使用的
应用软件，配合做好问题排摸、数据对
接、服务保障等工作，助力各防疫相关
部门及时掌握动态、分析研判、科学决
策、指挥调度、快速处置，持续强化疫
情防控的数据支撑。

A. 开发研判“好助手”
实现数据加速跑

5月24日，负责疫情防控工作的网
格员小王一上班就打开电脑，查看上级
最新下发的涉疫人员核查任务。然而，
拿到手的信息中，有些人员姓名、手机
号码、身份证号码等信息齐全，有些则
缺失了身份证号码，甚至连姓名都没
有，需要拨打电话联系到人后，再补全
并核实。但小王在进行核实工作时，发
现有几个人的手机号码无法打通或者
不是本人的。于是，他打开了“浙政钉”
App上的“疫情数据研判申请”小程序，
将无法核实的人员信息填报上传，很快
就收到了市公安局技术部门发回的反
馈，拿到涉疫人员的研判信息，通过另
一个手机号码，联系到了本人，并填报
了缺失信息。

“在日常疫情防控工作中，基层工
作人员在实际核查时会发现不少人员
联系不上或不肯配合的情况，他们若
随意处理，将存在重大隐患。”市大数
据局数据资源科相关负责人说。遇到
这种信息错漏、无法核实的情况时，工
作人员需上报到所属村居，由村居上
报到所属镇（街道、区），再由镇（街道、
区）向市公安局提交研判申请，得到结
果后将信息层层下达，整个流程繁琐、
耗时，工作效率低、成效滞后。

为打通基层和市公安局之间的工
作壁垒，市大数据局利用“浙政钉”App

“宜搭”平台的低代码优势，快速搭建
“疫情数据研判申请”小程序。同时，我
市从市公安局、市大数据局、各镇（街
道、区）等部门单位抽调28名精干力量，
组成数据研判专班，将疫情数据研判申
请工作进行流程分解，明确工作群内市
公安局、市大数据局、各镇（街道、区）的
权限内容，形成“申请—审批—反馈”闭
环工作机制并确保数据安全，做到“申
请一键直达、反馈及时准确”。

基层工作人员通过填报“待研判
人员信息”、上传填报截图，提交研判
申请，待市公安局审批通过后，该局技
侦部门将根据待研判人员的风险等
级，分次序将待研判人员位置信息通
过 小 程 序 直 接 反 馈 至 各 镇（街 道 、
区）。“为了确保信息安全，相关工作人
员需要先提交权限申请，再通过后台
审批后才能使用。”市大数据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小程序上线后，还能为
研判工作留底存档，有效助力疫情数
据核查工作减负提效。截至目前，该
小程序累计收到 16 个镇（街道、区）的
研判申请 5598 次，审批通过并反馈研
判结果5318次。

除了“疫情数据研判申请”，“疫情
数据查询应用”小程序也深受各镇（街
道、区）工作人员的喜爱。据介绍，市
大数据局通过省市县一体化公共数据
平台，获取全省疫情相关数据，完成

“疫情数据查询应用”开发上线，实现
健康码、核酸记录、疫苗接种信息“一
键三查”。

通过“疫情数据查询应用”小程
序，基层工作人员可通过手机号码或
者身份证号码查询到研判人员的姓
名、健康码、疫苗接种情况和核酸检测
结果，同时还能看到该人员被赋码、管
控的原因以及恢复绿码的方式，便于
开展涉疫人员核验以及接受咨询求
助。同时，该小程序还能助力疫苗接
种、健康码转码等疫情防控相关工作。

通过省市县三级技术专家合作，我
市相关数据已实时回流，成为全省首个
数据“高铁”县级贯通的区域，赋能疫情
数据查询应用更及时更准确。截至目
前 ，我 市 已 通 过 该 应 用 查 询 健 康 码
70497 次，疫苗接种 29383 次，核酸检
测562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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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基层需求 贯通数据“高铁”

市大数据局创新应用助力高效防控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呈现出多点散发与局部聚集性并存的特点，地区间交叉输入的风险较高，涉及大量

需要排查管控的重点人员，给基层防疫人员核查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
面对种种现实问题，市大数据局创新开发了4个小程序，依托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深挖数据价

值，运用信息化手段打造出了新型防控利器，助力疫情防控工作开展高效化、安全化、精准化。“

目前，市大数据局开发的“红黄码

自查”和“防疫承诺书”两个小程序也

已在“永康人”微信公众号上线。市民

可以通过“永康人”微信公众号的“数

智防疫”板块进入这两个应用。

与前面两个小程序不同，“红黄码

自查”和“防疫承诺书”是专门提供给

群众的小程序，为群众带来更便捷的

服务。

因为疫情防控形势复杂多变，涉

疫人员难以从直接接触的工作人员处

获知最权威、最新的消息，拨打电话咨

询也总是不得其路，问不到准确信息，

难免产生误解并出现焦虑心理。

“‘红黄码自查’小程序是给涉疫

人员一个自查的通道，让他们了解自

己被赋码、管控的原因，提供他们解决

办法。”市大数据局数据资源科相关负

责人说。目前，该局依照本省疫情防

控有关政策，打造了一些数据模型，并

将数据模型植入程序中，让群众能够

直接了解权威信息。

由于“红黄码自查”小程序仅支持

查询本人及代办人健康码信息，进入该

小程序前需进行手机号码和身份证验

证，代办人信息需在“浙里办”App或支

付宝健康码查询小程序中进行绑定。

需注意的是，该页面仅作为个人健康码

查询，不能作为重点场所亮码展示。

“防疫承诺书”小程序的服务对象

是未经过中高风险地区，但被上级列入

核查对象名单的人员。以往，如果核查

对象为无需管控人员，需前往所在村社

办公党群服务中心填写“告知书”或由

工作人员送达。许多人并不在原村社

居住，填写不便，工作人员的压力也很

大。而“防疫承诺书”小程序上线后，按

防疫安全需要签署的人员可以线上填

写自己的个人信息和最近 14 天的行

程，同时可以在手机上签字并提交，各

镇（街道、区）可从后台看到签署情况，

大大减轻了基层工作人员的防疫压力。

B. 开通自查线上渠道
提供贴心便民服务

市大数据局4个小程序的功能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