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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疆地区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中,需要不断把握信息化建设,注重强化饮水安全工程的维护,保

障地区性民众用水。饮水安全工程信息化的建设,将为地区饮用水信息的采集、存储、统计,以及平台的

管理提供方便,大大提升地区饮用水安全工作的运营效果。因此,这里就围绕着新疆饮水安全工程信息化

建设做研究并给出策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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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 in Xinjiang 

Min Huang 

Mulei County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 management station 

[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s in Xinjiang reg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antly 

grasp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pay attention to strengthening the maintenance of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s, and ensure the water consumption of regional people. The construction of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 informatization will facilitate the collection, storage, statistics and platform management of regional 

drinking water information, and greatly improve the operational effect of drinking water safety work in rural 

areas. Therefo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s in 

Xinjiang and gives strategic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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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新疆地区各级

政府需要做好信息化建设工作,特别是

新疆地区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积极构建

科学、有效的信息化系统服务平台,更好

的服务于人民大众,解决民众饮水管理

难、服务不到位等问题,积极推进现代化

社会的发展。 

1 新疆地区平台构建思路 

1.1关注全局,统一化标准。这里,需

要严格按照新疆地区饮用水安全标准出

发,把握地区经济发展原则,统筹化工程

建设,以满足信息化平台的构建。同时,结

合全国各地饮水安全管理要求,按照统一

标准进行顶层设计,并坚持基础设施和共

性应用支撑体系利,不断做资源优化,完

善配置,以保障工程的有效运营。同时,按

照全国有关饮水系统以及新疆地区饮水

安全管理标准,进行有效的系统对接与数

据共享,以推动现代饮水工程的建设。 

1.2把握数据质量,实现数据互联。信

息化平台的构建中,将以数据为主线,按

照“一数一源”的思路,将质量作为信息

化的重要基础。并严格做好管理,并制定

符合新疆地区的饮用水统一的数据共享

体系,并借助信息化饮水大数据平台,对

有关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确保数据信息化

科学化管理与维护,保障饮水工程的运营。 

1.3采取一级部署、多级应用构建信

息平台。在我国多地,饮水工程信息化建

设中采取“一级部署,多级共用”的设计

原则,新疆地区可以有效借鉴,并建立

省、市、县三级共用的省农饮监管平台。

同时,平台下根据系统层级配置需求,可

以按类型进行权限的分配,实现相关数

据管理的有序共用、协同监管。并且,

合理区域的用户还能借助平台实现权限

获得相关功能,如饮水信息数据的查询,

确保系统的安全有效运作。 

1.4注重信息化的安全,加强运行管

理。信息化平台的构建,系统稳定性与数

据安全性是信息化平台建设不可忽视的

问题,确保信息化管理符合地区工程发

展要求,要严格将数据安全放在第一位

置,并按照有关规定与要求,把安全需求

作为工程设计的基本依据,并逐步完善

工程信息化监管要求与有关制度。需要

从基础设备、信息化互联、信息数据的

处理、以及业务应用多个层面进行管控,

保障整个信息数据的安全,确保系统平

台安全、稳定的运作。同时系统平台的

建设需要做好整个信息化安全评级的认

定,以保障信息数据的安全。 

2 新疆地区平台建设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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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确新疆地区饮用水安全工程信

息化建设要求与目标后,将根据有关条

例与规定建立符合地区饮用水安全的信

息化系统,借助系统,全新疆自治区合理

单位都可以实现平台各项业务的办理与

信息数据的查询与管理,并且信息化系

统的建立,大大方便了人们饮用水缴费

与相关业务的办理,使得新疆地区多个

市、县实现了信息化数据的共享与对接,

为工程管理服务提供重要数据参考。 

2.1新疆地区饮用水工程信息建设

现状探索。根据对当前新疆地区水利水

电运营管理现状研究,整个信息化平台

的构建需要符合千万吨级别的水利工程

设计规范,并且整个新疆地区统一化标,

实现设计成本的节约,满足开发性便利

要求。同时系统建设有水利部门统一管

理,实现全自治州信息化的采取、处理、

与存储,与管理。 

新疆大部地区属于典型的中温带干

旱荒漠气候,常见区域处于干旱少雨状

态,特别是夏季光照大,水分流失严重,

但冬季寒冷。总体说来新疆地区四季温

度变化非常明显,昼夜温差明显,同时地

处于海拔较高位置,对相关信息化平台

的建设需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选择

的产品首先应该适应对地区水资源的监

测要求、相关设备能够抵御地区各种环

境的影响,特别是恶劣环境下有关设备

还能正常工作。 

2.2数据资源共享管理体系构建。在

新疆地区饮水工程信息化建设中,以数

据为平台的建设核心,其中需要强化各

地区饮水数据库的建设,包括了基础数

据库、业务数据库、监测数据库、多媒

体数据库等,按照地区饮用水管理要求

进行核心分类,建立各个信息化的功能

板块,实现数据的存储与管理,保障数据

的调取、分享与管理。 

2.3基于水厂线监管研究。目前新疆

地区有诸多饮用水供水厂,借助信息化

平台的建设,可以实现对水厂各地信息

数据的查询与管理,包括了取水口、出水

口、输水管等运行数据的采集,具体就就

包括了水水量、水质、水压等各种信息

数据的监测,并将这些数据汇聚到新疆

饮用水信息平台,实现最终“从源头到末

梢”全方位监管设计目标,并且方便饮水

工程的运营。而其中,为了使得信息化平

台更先进,其中还采用GIS技术,这对于

辽阔的新疆地区各个水源信息的监测十

分关键,能够很好的在GIS地图上展示各

个水厂的信息数据,包括了相关设备,工

艺信息,甚至可以实时监管,查阅地区相

关监视视频,从而实现高效可视化管理。 

2.4业务信息化管理。新疆地区饮水

工程信息化平台的建立,将实现新疆区

域内各级饮水项目信息化集中管理与维

护,实现数字化产业升级。各级地方单位

均可以借助平台系统了解地区水利饮水

信息,并且调用相关重要信息数据,系统

将对数据进行分类汇总,形成重要的档

案数据存储于云端,方便工作人员查询,

并完善相关工作内容。同时,平台的建设

也为民众提供更方便的客户端模块功能,

如建设多个业务模块,实现网上缴费、网

上账户信息修改、查阅等功能,甚至维

修、申报也可以、用水数据查询也可以

轻松实现,方便民众。 

3 信息化平台的管理与维护 

新疆地区饮水安全工程信息化平台

的建设,为了更好的推进工作展开,需要

做好日常的系统管理与维护。其中既要

制定相关运营维护管理机制、同时也要

建立设备维护管理机制,定期对设备升

级,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专业性培训,提

高整个系统的运行效果,推进地区饮水

工程的发展,带动新疆农业经济的发展。 

3.1建立有效的运营维护机制。信息

化平台系统的建立,需要根据新疆地区

的信息化系统建设情况,建立有效的管

理制度,确保系统有效的运作,同时明确

责任人,运营维护负责人,保障整个平台

的高效运作。 

3.2做好日常信息化平台的管理与

维护。信息化平台的运营,每天有众多数

据需要处理,需要保障平台稳定、高效的

运作,就需要加强对信息化平台日常的

维护与管理,特别是系统信息化安全管

理,避免遭受外部网络信息化攻击,导致

重要数据泄露。同时日常维护加强各地

区信息化设备的管理,特别是一些设备容

易存在设备运行故障、网络终端、系统运

行不稳定等情况,需要加强日常的管理与

违规。特别是一些老旧设备,需要及时的

维护与更新,同时,定期对数据信息进行

安全性检测,对系统进行严格的检查,甚

至建立有效的安全防火墙,避免受到外部

信息化攻击。同时,系统下对于重要的数

据、文件应该加强信息化管理,对异常的

系统问题要做好严格的排查,提升网络

防护级别保障系统的稳定运行。 

3.3做好系统的升级与专业人员的

培训。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新疆地区饮用

水安全工程服务内容越来越多,信息化

平台的建设,需要保障符合地区性服务

需要,定期对系统进行维护与更新,特别

是系统更新与硬件设备的更新,保障客

户的使用效果,并升级系统体验效果。为

了更好的服务于民众,相关单位需要培

养一批专业性人才队伍,包括平台服务

性人员,需要具备良好的信息化处理能

力、信息化安全管理能力,同时也需要培

养一批系统管理与维护人员,负责系统

的硬件维护与升级,确保系统稳定运作。 

4 结束语 

现代化的发展,信息化建设是推进

饮水安全工程发展的新方向,不仅解决

民众服务性问题,同时信息化技术的融

入,提高了饮水工程的管理效果与服务

质量。未来,需要设置有效的管理制度,

并培养一批高质量的信息化管理人才,

才能有效推进新疆地区社会的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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