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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省市县联动更新唯一试点
局长 王飞跃

深化测绘与地理信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基础测绘体系，是我局贯彻
落实新《测绘法》的抓手。

基础测绘数据服务是测绘与地理信息局主要工作之一，全面、准确、现势性
高的测绘数据是做好服务的基础。目前，舟山市大比例尺地形图覆盖率约
92%，本岛及周边岛屿大比例尺地形图已实现全覆盖，覆盖率全省领先。

由于拥有良好的数据基础，今年舟山被列为我省基础测绘和地理信息公
共服务平台省市县联动更新唯一试点——采用省市共同维护一套数据的模式，
对舟山行政区域内省市县三级基础测绘数据、天地图电子地图、地名地址兴趣
点等数据定期进行同步更新。重大要素数据变更一个月内完成更新、重要地区
数据每三个月完成一次更新、舟山本岛及周边岛屿其他地区数据每年完成一次
更新。

为配合联动更新，今年舟山市基础测绘模式也迎来重大改革，实现对本岛
140平方公里重点区域基础数据的动态更新，其他区域年度主要要素更新。目
前，已完成重点区域的首轮联动更新，第二轮更新工作已进入尾声，登录“天地
图·舟山”网站就能看到我们最新的成果。

省市县联动更新在提高数据更新频率的同时避免了重复测绘，加强了数
据更新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2017年1月至今，我局已为全市各部
门、企业、个人提供基础测绘资料110余次，为27个系统平台提供基础地理信息
数据服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海量数据服务应急保障
局长 王加潮

新《测绘法》要求健全政府部门间地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建立应急测
绘保障制度。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决定了台州是台风洪涝灾害多发地，
测绘与地理信息应急保障尤为重要。目前，台州市、县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
平台建设已完成，海量地理信息数据已广泛服务于公安、水利、农办、交通等部
门，并把庞大的基础地理数据用在应急保障上。

我局与市政府应急办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提供其所需的影像电子
地图、矢量电子地图、三维景观服务、城市航空正射影像、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城
市兴趣点信息、地名地址、全文检索、路径分析、目录资源展示等已有地理信息
服务及数据，建成台州市“应急一张图”。

今年8月2日，在刚刚启用的台州市应急指挥中心开展了首次突发事件测绘应
急保障演练。我局应急测绘保障突击队迅速响应，无人机空中视频画面实时传送，快
速出具灾后影像专题图等成果报告，高效、有序地提供了测绘与地理信息保障服务。

同时，我市抓住产业转型机遇，完成《浙江省台州市无人机航空小镇规划》
编制，已在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启动无人机小镇建设，计划3年投资129
亿元，建成彩虹无人机、北航通用、飞虎雄鹰制造等三大产业园及航空学校、主
题公园、会展中心等综合服务项目，强化无人机研发、制造、开发和应用等产业
链环节，推进地理信息技术在测绘应急、航空遥感等方面的服务支撑。

基础测绘为救灾决策提供数据力量
副局长 丁勇方

新《测绘法》第三十六条明确，“基础测绘成果应用于政府决策、国防建设和
公共服务，应用于防灾减灾、应对突发事件公共利益的需要”。在丽水，基础测
绘成果为救灾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力量。

丽水属自然灾害多发山区，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时有发生。当灾害来临
时，丽水市测绘与地理信息局第一时间启动市政府应急测绘响应预案，充分利
用数字城市和“天地图”地理信息资源，为政府抢险指挥部提供灾区影像和大比
例尺地形图。同时，及时组织无人机赶赴现场快速、准确地开展灾区的影像拍
摄和数据比对测制工作，真实地反映灾区现状并对现场进行实时监测，为政府
正确决策、采取果断措施、指挥紧急救援提供应急测绘保障服务。

2016年9月28日，遂昌县北界镇苏村村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我局
对救援现场进行无人机地形图拍摄，绘制山体滑坡覆土区域埋深图、山体滑坡
区域灾前灾后对比影像图和山体滑坡区域部分堰塞湖影像图。

在丽水市生态经济建设中，地理信息基础性、先行性、科学性的优势也得到
了充分体现。我们制作了丽水市生态环境监测图，开发了古村落天地图、“一机游
丽水”、古树名木保护、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以及“六边三化三美”等应用平台，做
好城镇影像更新、“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
迹”龙泉大窑—金村遗址申遗配套服务。
开发的平台系统直观明了、可视性强。通
过测绘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开发，实现监管
数据与地图的结合展示和运用，对各类数
据成果进行有效的管理、对比分析，提高监
管和工作效率。

测绘保障劣V类水剿灭战
局长 应良波

《测绘法》是测绘地理信息活动的“基本法”，其修订和颁布实施更是测绘地
理信息行业的头等大事。“加强测绘管理，促进测绘事业发展，保障测绘事业为
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服务”，是《测绘法》的立法目的，也是
测绘与地理信息局各项工作的出发点。

今年，绍兴要重点打好劣Ⅴ类和Ⅴ类水剿灭战等“八大战役”。我局着力
发挥测绘地理信息的基础性作用，积极作为、主动服务，为“八大战役”提供了及
时全面高效的测绘地理信息保障。

在劣Ⅴ类水剿灭战打响之初，我局就与市水城办对接，了解治水工作的新
需求，在提供各比例尺、各数据类型常规基础测绘成果的同时，还第一时间完成
了全市剿劣作战图底图制作，清晰呈现全市山川河流、行政界线、治水点分布。

此后，我局又进一步制作镇、村两级作战图，共计为各乡镇（街道）制作1：
10000挂图120多张，为各村（社区）制作1：2000挂图5000多张。目前，以地图
为主体、以劣Ⅴ类水体为重点的作战图已挂进全市每个镇、村的作战室，每张图
上都清晰标注了劣Ⅴ类水体、排水口等重点部位，实现“村村墙上挂图作战”“机
关干部人人手中有图挂联剿劣”。

此外，我局根据各部门需求，利用最新的基础地形图及航空影像，以不同
比例尺、不同表现形式，陆续为交通大会战、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城中村改造、
地质灾害“除险安居”三年行动等中心工作制作了配套的作战指挥图，为各项重
点工作的顺利推进做好测绘保障。

率先开展彻底的“三测合一”改革
局长 陆峰

新《测绘法》新设“监督管理”一章，明确要求建立健全随机抽查机制，加强
监督检查措施，进一步强化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这为我市推进“三测合一”改
革，加强“三测合一”市场监管提供了“利剑”。

为打破房产、土地、规划等测绘方面普遍存在的垄断局面，我市按照“全面
放开、规范标准、提速降费”原则，出台《金华市区建设工程“三测合一”实施办
法》，在全省率先开展最为彻底的“三测合一”改革。

“三测合一”是指为国土、规划、建设三个政府部门提供测绘成果的多项测量项
目，打包合并为一个综合性联合测量项目，由企业择优选择二家测量单位承担分阶
段（竣工前、后）测绘业务，并分别向国土、规划、建设等部门提供测绘数据和成果。

截至2017年7月底，金华市区共完成“三测合一”项目820个，测绘总产值
达2400多万元，为企业节约测绘费用近1300万元。

市测绘与地理信息行业协会主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制定了《“三测合一”测绘中
介机构评分细则》《“三测合一”市场行为和测绘产品质量自律公约》等有关制度，将测
绘单位的不良信用行为信息进行公开曝光，在行业自律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自“三测合一”实施以来，测绘行业“小散乱”局面得以彻底扭转。截至目前，市区
测绘机构数量总体增加，但丁级单位数量从11家下降到6家，占比从65%下降到28%。

今后，我市将进一步创新行业管理方式，严格落实随机抽查机制，配足“双
随机”执法人员，并将检查结果与信用体系挂钩，以信用管理推进测绘行业的规
范化。对测绘违法行为，一律按照新《测绘法》的规定严格处罚。

基础测绘实现跨越式发展
总规划师 廖敏超

作为一部指导测绘地理信息工作的基本法，新《测绘法》是测绘地理信息
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与保障，同时也是维护国家地理信息安全的重要抓手。

近年，衢州测绘与地理信息事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测绘队伍不断壮大，
特别是实施“多测合一”改革以来，外地派驻衢州分支机构不断增多；一大批围
绕政府工作中心的基础测绘项目取得新进展；地理信息服务水平也不断提高。
我局每年都到各县（市、区）专项调研地理信息发展现状，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
指导意见，取得了一定成效。2015年，全市均完成了“数字城市”建设工作，总
体开发应用达到100余个，覆盖公安、规划、水利、城管等多个行业。“天地图”形
成8大类27小类位置兴趣点信息，现势性强、内容丰富。

新《测绘法》的实施，进一步促成了全市基础测绘工作机制的确立。
由于长期财政资金投入不足等原因，衢州市在基础测绘数据生产、更新及

技术进步等方面相对滞后，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城乡规划乃至经济社会各方面工
作的开展。今年7月，市长徐文光带队调研城乡规划和测绘与地理信息工作，
对基础测绘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根据会议纪要，我局迅速落实了一系列基础
测绘项目，从而及时有效地为城市核心圈层设计、山区应急防灾及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等重点工作提供了基础数据。

基础测绘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今后一个时期，全市测绘与地
理信息工作部门将着重抓好新《测绘法》的宣传贯彻工作，全面建立健全基础测
绘长效工作机制，积极有效地推动衢州测绘与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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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 测绘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