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

服务无止境 风雪见真情

河北高速集团积极应对风雪天气
“在这冰天雪地里，能喝上碗热乎乎的

汤，真是暖胃又暖心啊。”12 月 10 日夜间，
河北省局部地区迎来了今冬的首场大范围降
雪，受恶劣天气影响，驾驶货运车辆的田师
傅停靠在石家庄南收费站，此时正在为司乘
人员送温暖的工作人员将一份热乎乎的早餐
送了过来，田师傅双手接过，笑意盈盈地说
着。“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开水、食物等物
资，有任何需要随时找我们。”工作人员手
拿小喇叭一遍遍地呼唤着，呼唤声、司乘人
员的感谢声交响，与白雪辉映，奏响了一曲
动人的乐章。

从 12 月 10 日起，为了给人民群众打造
安全、畅通的雪天出行体验，河北高速集团
上下持续发扬无私奉献、勇于担当、敢打胜
仗的带头精神，超前防控、迅速反应、上下
齐心，服务保障彰显国企担当。

为最大程度降低冰雪对社会司乘出行影
响，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加强与气象
部门的联动机制，科学研判、掌握“第一手
信息”，提前发布恶劣天气预警；各单位闻
雪而动、不等不靠、迅速启动除雪保畅应急
响应，做足各项准备工作，在思想和行动上
做到“快雪一步”，为高效除雪争取宝贵时
间。本次除雪河北高速所属各路段累计投入
人员2740余人次，出动除雪撒布车、装载机
等各类机械设备共计 964台班，撒布融雪剂
7293吨。

降 雪 出 现 后 ， 各 单 位 坚 持 “ 边 降 边
除”，在养护改革的大背景下，全面深化

“路警一体化”机制，与高速交警、路政、
养护分公司形成“雪天道路保畅共同体”，
牢固树立“一条路、一家人、一条心”协作
意识，各单位“一把手”通过监控画面，全
面指挥除雪行动。

今年是该集团全面实施养护体制改革的
第一年，本次大范围降雪也是对改革成效的
检验，养护分公司各分中心以雪为令，快字
为先，第一时间启动除雪保畅应急预案，各
养护队迅速部署，人、车、物资快速应对，
合理安排融雪剂撒布时间及撒布量，坚持

“边下边除”，开展不间断连续除雪作业，及

时清除重点路段积雪，有效预防易结冰急
弯、陡坡和背阴路段积雪积冰造成安全隐
患，圆满完成除雪任务。

第一轮除雪完成后，各养护队及时召开
总结会，不断调整完善除雪预案，迅速检修
车辆设备，补充除雪物资，整装待发，全力
以赴做好迎战新一轮强降雪准备！

路段保通保畅应急大队和养护班组巡查
人员坚持“雪前探路、雪中巡路”，现场指
挥除雪作业、灵活调整除雪方案、高效协调
各方进度，尤其加大对背阴路段、风吹雪路
段、重点点位巡查频次，发现问题第一时间
与联动单位沟通协作，保证“雪停路净”；
高速交警、路政执法部门共同做好交通管
制、车辆疏导、压车带道，全力守护人民群
众出行一路平安。

承德分公司紧盯重点区域、关键环节、
特殊路段，并采取主动除雪、快速除雪、不
间断除雪的方法，开展连续除雪作业，确保
及时清除重点路段积雪，有效预防易结冰急
弯、陡坡和背阴路段积雪积冰造成安全隐
患。降雪过程中，承德高速联合指挥调度中
心切实发挥“路警一体化”职能，24小时不
间断对各路段进行监控视频轮巡，切实提高
了车辆通行效率，有效缩短道路管控时间和
范围。

立足崇礼区正在举办的国际冰雪旅游发
展大会，张承张家口分公司 （延崇分公司）
提升政治站位、发扬奉献精神，第一时间召
开除雪保畅调度会议，明确各方除雪责任、
细化除雪流程、统筹除雪资源，除雪人员装
备提前就位，提前一天分装融雪剂，监控中
心随时观测天气情况，做到“雪未至、人先
动”。从 12 月 10 日晚上 11 时开始，张承高
速、延崇高速除雪人员顶风冒雪、连续作
战，与高速交警、路政、保通保畅大队、养
护分公司协同配合、高效联动，下好“一盘
棋”，全力践行“雪天不封路”社会承诺，
连续10小时除雪保畅不停歇。

12 月 11 日 13 时，一辆四型客车停在大
广高速枣强收费站外广场，该车所载乘客
是安徽阜阳一个企业到河北保定安国参加

研讨会的人员，会议结束返程时，因大雪
封路，他们早上 7 时从保定安国沿国道出
发 ， 沿 途 经 过 4 个 收 费 站 ， 均 无 法 上 高
速，中间也没有服务区，到达枣强站时，
车上人员已经饿得饥肠辘辘。了解情况
后，收费站立即安排厨师烧热水，并将在
外等待的人群安置在食堂休息，一一为车
上所有乘客送去热水和泡好的方便面，同
时为他们提供最新的路况信息。收费站的
举动赢得了全车人的掌声和好评，在司乘
离开的时候，不断向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举
手致谢。

高速集团各收费站职工在全力做好收费
广场积雪清扫的同时，积极关注司乘出行需
求，主动上前一步、热心询问一句，外勤人
员做好车辆疏导，提示司乘人员“雪天路
滑、谨慎驾驶”，一杯热水，一声问候，让
司乘人员虽身处冰天雪地，心里也能温暖
如春。

燕赵驿行集团各服务区为司乘人员免费
提供姜茶水、修车工具及外用药品，24小时
暖心服务不间断，安排专人对车辆进行疏
导，在出入口设置安全警示牌，在公共区
域、餐厅、厕所地面铺设防滑垫，做好温馨
提示，点滴间将司乘雪天出行安危时刻放在
心上。

不仅在收费站口，线上的服务也从未
间断。

“石家庄可以到保定吗？”“去北京能上
高速吗？”“谢谢你们，回复太及时了”……

“直击河北雪情 与您平安同行——河北高
速”多路段联网直播进行连线12月11日早7
时准时开播，直播过程中与所属各路段进行
连线，观众人数累计达 11.1 万，获点赞 1.7
万；宣大高速、大广高速、京秦高速也通过
直播方式积极与司乘互动，让公众第一时间
知晓高速通行情况，合理安排出行路线，绕
过“拥堵点”、避开“封闭点”，增加了雪天
出行的确定性和幸福感，获得了司乘人员的
一致好评，向社会公众展现了河北高速集团
的良好窗口形象。

（梁钰琪、田震）

图①：石安分公司车载除雪设
备投入使用。 贾 哲摄

图②：石黄分公司志愿服务小
队在站口为滞留司乘人员送食物
和热水。 贾荣敬摄

图③：张承高速承德段全力开
展除雪作业。 牛 力摄

图④：养护分公司雄安分中心
星夜作战。 顾祎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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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论“数”

厘清数据权责，
推进一体化政务数据体系建设

孟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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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4 日一早，今麦郎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麦郎”）数据管
理总监王琪来到公司。他打开手机上
的数字化管理平台“食品订发存驾驶
舱”，查看当日的货物订发详情。

“12 月是销售旺季，公司管理层
可以通过手机 App 实时查询订单量、
发货信息以及订单滞留等信息，既便
捷又高效。”王琪说。

传统食品加工企业今麦郎散发着
“数字化”新味道。其产品生产线已实
现数字化控制和自动化生产，其产品
营销向数字化营销转变，公司也由传
统快消品公司向快消品数字化科技公
司转型，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2022
年，在省工信厅发布的工业企业两化

（信 息 化 、工 业 化）融 合 发 展 指 数
TOP100企业中，今麦郎位列榜首。

今麦郎是隆尧县食品产业集群的
龙头企业，位于隆尧县东方食品城。这
里聚集了数十家食品加工及配套企业，
是全国最大的方便面生产基地。传统
食品制造行业一直面临着数字化程度
低、业务精细度不高、规模大但效率低
等难题，能够在众多食品加工企业中
脱颖而出实属不易。今麦郎是如何通过
数字赋能，推动自身发展实现突围的？

走进今麦郎食品车间，只见一条
条高度自动化的流水线有序运转，所
有原物料、产品成品等都采用智能机
器车来运送、配料。应用数字化生产技
术之后，车间生产流水线生产效率由
160包/分钟提升到330包/分钟。

高度自动化生产线的背后是数字
化管理模式。“解决数据问题是实现数
字化转型的关键。”王琪告诉记者，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是用数据取代人
工，让业务更精细、高效，上下游管理
更有序，内部生产力协同更强。

作为传统食品加工企业，如何让
数字化与公司业务、生产场景结合发
挥最大价值？2020 年以来，今麦郎多
次组织人员前往清华同方、金蝶等行
业内领先企业进行调研学习，最终决
定携手华为探索全方面数字化转型发

展路径。
“问诊把脉”，开出企业数字化转

型发展“良方”。华为根据今麦郎实际
情况，为其规划出公司未来五年数字
化转型蓝图以及架构规划，即 1 个数
字化运营平台、4 大类业务应用、1 个
技术平台、5项数字化治理主题。

“根据集团战略规划，华为基于公
司业务模式，利用企业架构设计原则
给出了全面的数字化转型战略落地方
法论。”王琪说，华为帮助今麦郎完成
了集团数字化战略解读，并根据业务
现状提出了高阶改进建议。

不能“纸上谈兵”，加快让规划和
蓝图落在每一处细节和每一个场景，
体现出明确的价值。上线运输管理数
字化平台，有效提升今麦郎的运输管
理水平；全面升级集成供应链业务系
统，提高生产及城配订单、仓储、物流
管理运营效率；制订数字化转型愿
景年度计划，定期进行项目进展排
名……从生产到营销，从运营到管

理，数字化赋能今麦郎发展的各个环
节，成为今麦郎发展新动力。

“效率提上去，成本降下来，市场
竞争自然就有优势了。未来，我们还计
划加快数字化改造进程，进一步提升
工作效率。”王琪说。

目前，今麦郎建成的方便面生产
车间单个年产能高达13亿包，饮品灌
装线生产速度高达每秒24瓶，并拥有

“凉白开”“拉面范”等一批市场俏销的
新产品。在方便食品行业中，今麦郎市
场占有率稳居行业头部。

在自身做大做强的同时，今麦郎
有力助推小麦种植、面粉加工等行业
迅猛发展，辐射带动百余家供应链企
业。以今麦郎为核心区域的东方食品
城规模初显，发展势头强劲，先后被评
为首批“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
首批“中国特色小镇”等。

食品加工业是隆尧县的重点产
业，数字化让“舌尖上的产业”提档升
级。今年以来，隆尧县以制造业重点产

业链高质量发展为突破口，强化精准
服务、突出抓好“智改数转”，加快数字
赋能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融合发
展。目前，全县规上工业企业生产设备
数字化率达到 50%以上，居邢台市
前列。

“全县食品产业已经实现规上企
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上云全覆
盖。”隆尧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局长
陈占华表示，全县关键业务环节全面
数字化的企业比例达到 44.2%，关键
工序数字化率达到 58.8%，生产设备
数字化率达到 57.3%，数字化生产设
备联网率达到 48.9%，工业云平台普
及率达到48.3%。

据不完全统计，隆尧现已培育食
品制造及配套企业逾百家，涉及方便
面、饮品、水饺、泡菜、食品容器等各类
产品 200 余种。全县健康食品营业收
入增速连续三年保持在 15%以上。今
年 1 至 11 月，食品产业实现营收 174
亿元，同比增长11%。

当前，数字政府建设如火如荼。但政府
各部门数据归集不足、数据共享比例低、数
据质量不高等问题，仍是制约数字政府建设
的主要瓶颈。破解这些瓶颈问题，需要建立
明确的部门数据权责体系，强化职能部门在
数据归集和共享中的意愿、动力和责任，推
进一体化政务数据体系建设。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与地方不断探索
和推进一体化政务数据体系建设，相关工作
取得了良好成效，但也存在诸多制约与挑
战。其中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一是同一级政府部门间的数据共
享问题，政务数据不能进行有效整合共享；
二是跨层级政府间的数据管理协调问题，国
家与地方的政务数据管理职能配置有较大
差异；三是垂管部门的垂直系统与地方平台
间的数据共享交换问题，垂直系统和属地化
系统平台间需要进一步打通数据。

要破解这些难题，就要厘清部门在数据
整合上的权责体系与职能配置，规范部门的
数据归集、更新、维护和使用等，保障部门数
据的质量、标准、完整性和合规性等。

如何构建起部门数据权责体系？要从数
字政府建设的整体性角度，按照统一规划、
统一标准和统一框架体系等的建设要求，遵
循统一集中和分工协作的原则，清晰界定政
府每一个职能部门的数据权责内容，并将其
纳入其机构编制管理方案中。

部门数据权责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
在与部门业务相关的数据采集上，对数据采
集的范围、方式，按权限范围最小化原则进
行采集，并按“一数一源”要求进行。二是在
本部门数据维护上，对本部门数据存储、加
工、更新、维护和安全进行管控。三是在数据
治理和管理维护上，对数据完整性、有效性、
合规性和符合标准性等方面负责。四是在数
据共享中，作为数据提供方所应履行的权
利、责任和义务。五是在数据使用上，对部门
归集数据的使用权利，以及作为数据使用方
使用其他部门提供的数据时所应履行的权
利、责任和义务。

数据管理部门应通过制定政策、规划、
标准等，对政务数据整合共享与应用建设发
展进行总体设计；统筹与组织协调一级政府

在数据资源上的采集分工、归集、共享、开发
利用和安全管理；通过项目审批、资金管理
等手段，实现对业务部门数据工作的统筹，
并开展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与运维。

在同一级政府部门之间，有了业务部
门数据权责体系作为基础，在实现跨部门
的数据共享中就可以建立起基于数据提供
部门、数据使用部门和数据管理部门之间
的政务数据共享机制，破解政府数据归集
和共享难题。

在解决跨层级政府间的数据管理协调
问题上，基于数据权责体系的界定，可厘清
上下级间的管理权责关系，解决好部门归口
不一致等问题。如果再解决好上下系统对接
与平台互操作性的技术性问题，就能有效破
解跨层级政府间数据的共享联通问题。

在解决垂管部门和地方部门间数据共
享交换问题上，重点要建立起明晰的数据共
享权责分工。在数据整合共享中，垂管部门

（含地方的垂管业务部门）要按职责采集数
据，更新维护数据，并按需提供数据；地方部
门可按职责获取共享数据，使用数据，并承
担使用过程中的管理责任。

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对数据进行整合，形
成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将推进政务
数据的社会化利用，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
社会创造力，更好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和发展。

（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国家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

数字赋能食品产业提档升级

品品隆尧“舌尖上”的数字化味道
河北日报记者 苑立立

12月4日拍摄的今麦郎自动化方便面生产车间。 河北日报记者 苑立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