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 北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冀科社函〔2018〕58 号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 

关于发布民生领域系统技术集成专项 

技术榜单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科技局、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省直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解决民生领域重大需求，服务国家战略，现启动“民生领

域系统技术集成专项”，同步探索围绕重大和紧迫需求快速启动

立项支持的新机制。省科技厅围绕雄安新区、科技冬奥等国家

战略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双创双服”活动 20 项民心工程，研究

制定了民生领域系统技术集成专项技术榜单，现予发布。 

一、申报时间 

2018 年 5 月 12 日至 5 月 21 日。 

二、有关要求 

    （一）申报条件     

    1.揭榜单位应为在河北省行政区域内注册的或者河北省所

属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省外高等学校、科研

院所、企业等可作为合作单位参与申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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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揭榜单位具有与项目实施相匹配的基础条件，项目团队

拥有整体解决方案中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 

3.项目负责人为在职人员，在相关技术领域具有较高的学

术水平，熟悉本领域国内外技术和市场动态及发展趋势，具有

完成项目所需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 

4.项目组成员、承担单位和合作单位具有良好的信誉。 

    （二）申报流程 

1.项目申报采取网上申报与书面申报并行的方式，实行归

口管理、逐级申报。涉及国家秘密的项目内容，不得通过网络

传输，通过归口管理部门直接报送省科技厅。中央驻冀单位可

直接向省科技厅申报，也可通过属地归口申报。  

2.网上申报登陆“河北省科学技术厅网站—办事服务—科

技计划—河北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在线办理（河北省科技计

划项目管理平台）”，参照《2018 年度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须

知》（2017 年 7 月 6 日在河北省科学技术厅网站发布）进行申报。 

3.5 月 20 日前，揭榜单位完成网上申报工作。 

4.5 月 21 日前，归口单位和各市科技主管部门完成揭榜单位

的申报资质和申报材料审核工作，择优组织推荐。 

    5.5 月 22 日前，揭榜单位将项目申请书及相关附件纸件材料

（一式两份）寄至省科技厅。 

    （三）组织实施 

    1.揭榜单位按照《河北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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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智慧崇礼建设技术榜单 

（指南代码：3001301） 

 

一、项目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河北省、张家口市要抓住历史机遇，紧

密结合实施“十三五”规划，紧密结合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通

过筹办北京冬奥会带动各方面建设，努力交出冬奥会筹办和本地

发展两份优异答卷。要积极运用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化、大数据

等技术，提高赛会运行保障和服务效率。《科技冬奥（2022）行

动计划》也对冬奥举办地开展绿色智慧综合示范进行了重要部署，

同时，建设智慧崇礼也是我省《科技冬奥智慧崇礼行动计划》中

的重要内容。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智慧崇礼，能够极大提高举办城市

服务冬奥会的能力，实现冬奥成功举办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良好

结合。因此，研究形成智慧崇礼建设技术方案，为当地政府提供

决策参考具有重要意义。 

二、项目目标 

本项目旨在结合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成果和国家新型智慧城

市评价体系，通过优化筛选形成便民、慧企、适合崇礼冰雪产业

特色的智慧崇礼城市建设技术方案，为实现崇礼经济社会转型升

级、民生服务均等便捷、企业发展创新有力、城市管理敏捷高效、

政府决策及时准确的目标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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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指标 

（一）提出整体解决方案 

智慧崇礼城市建设技术方案应包括总体规划、技术设施、智

慧领域、建设技术指标等内容。 

1.总体规划包括体系架构、标准规范体系、技术路线等。 

2.技术设施主要包括数据中心、城市运营管理中心、信息网

络、共性支撑平台等。 

3.智慧领域重点包括智慧运动、智慧旅游、智慧交通、智慧

安防。 

4.建设技术指标包括环境指标、运营成本、实施周期等。 

（二）应用示范 

选取智慧崇礼建设技术方案中的关键技术点进行示范，示范

内容至少包括通用功能平台和智慧旅游功能版块。示范方式可以

为实景演示，也可为虚拟场景演示。 

四、有关说明 

1.本技术榜单项目实施期不超过 1 年，总经费 300 万元，拟

支持项目数 1-3 项（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 3位评分评价相近，且

设计方案明显不同的，可同时支持不超过 3个项目）。 

2.数据中心的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应根据地区发展需求，

满足未来十年以上的使用要求。 

3.综合数据库采集的业务数据存储时间不少于 3年，视频类

数据存储时间不少于 3个月。 

4.通用功能平台采用开放式架构支持异构数据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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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雄安新区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技术榜单 

（指南代码：3001302） 

 

一、项目背景 

地下综合管廊是“城市地下管线综合体”，被称作城市的“血

管”和“神经”，担负着输送介质、能量和传输信息的功能，是城

市的“生命线”。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是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提高城市综合

承载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中要求，在城市干路、高强度开

发和管线密集地区，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建设干线、支线和缆线

管廊等多级网络衔接的市政综合管廊系统。因此，制定高起点、

高标准的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技术方案将为雄安新区合理开发利用

地下空间提供科技支撑。 

二、项目目标 

本项目旨在结合国内外综合管廊建设的新理念、新技术，通

过集成综合管廊的协同规划设计、绿色建造和运营管理技术，提

出国际领先水准的综合管廊建设系统解决方案，服务雄安新区地

下综合管廊建设，为未来城市综合管廊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三、考核指标 

（一）提出整体解决方案 

整体建设技术方案应集成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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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规划设计技术：综合管廊与城市地下空间、地下轨道交

通、城市地下防灾等协同规划、设计技术； 

绿色建造技术：多种类管线的共舱技术、管廊预制拼装技术

和兼顾人防建设技术； 

运营管理技术：安全评估技术、动态监测与智能运维平台、

安全运行保障体系构建和运营管理体系。 

（二）应用示范 

技术方案中所提出的关键技术应有示范案例或场景模拟。关

键技术不少于 5 项，至少应包括管廊预制拼装技术、安全评估技

术和动态监测与智能运维平台。 

四、有关说明 

1.本技术榜单项目实施期不超过 1 年，总经费 243 万元，拟

支持项目数 1-3 项（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 3 位评分评价相近，且

设计方案明显不同的，可同时支持不超过 3个项目）。 

2.方案应包括雄安新区起步区（新城区）和老城区的综合管

廊整体技术方案，并考虑雄安新区中期发展区的建设需求。 

3.方案应包括项目资金投入、运营成本、实施周期等内容。 



 - 8 - 

附件 3 

 

雄安新区房屋租赁服务平台建设技术榜单 

（指南代码：3001303） 

 

 一、项目背景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改革创新住房制度，

提出：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坚

持保障基本、兼顾差异、满足多层次个性化需求，建立多元化住

房供应体系。当前，雄安新区正处于起步阶段，外来工作者居住

需求迫切，如何解决“居有其所”，减轻购房经济压力，享受稳定、

舒适的居住条件是当务之急。雄安新区是新建城市，完全具备“租

售并举，以租为主”的实施条件。2017 年 7 月，国家九部委联合

印发：《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

知》，通知要求要建设政府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创新住房租赁

管理和服务体制，并对上述措施提出明确要求。 

  因此，谋划雄安新区房屋租赁服务平台，探索提供优质共享

公共服务新模式及相关技术标准，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十分必要。 

 二、项目目标 

本项目拟围绕雄安新区房屋租赁管理问题，通过对现有房屋

租赁平台建设、数据安全、诚信积分等技术的优化整合，形成雄

安新区房屋租赁服务平台建设整体技术解决方案，打造具有示范

作用和意义的数字化雄安住房服务管理体系，营造健康、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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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住房租赁生态，为城市智能治理提供科技支撑。 

三、考核指标 

（一）研发雄安新区房屋租赁服务平台 

1.平台实现租赁流程线上管理，能够对租赁企业以及交易、

用户真实身份核实、签约、履约情况等信息进行在线监管，实现

数据存证、可溯源、可共享、护隐私、反欺诈、智能化的管理服

务，解决“真人、真房、真租、真住”问题。 

2.平台须具备高级别信息安全保障机制，确保用户数据以及

业务交易过程中信息安全。 

（二）应用示范 

    租房服务平台通过上线运营示范或场景模拟示范。示范项目

不少于 8 个功能模块，至少包括房源管理、用户管理、合同管理、

租赁企业管理等功能模块。 

四、有关说明 

    1.本技术榜单项目实施期不超过 1年，总经费 100 万元，拟

支持项目数 1-2 项（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 2位评分评价相近，且

设计方案明显不同的，可同时支持不超过 2个项目）。 

    2.平台接口平均响应时间不超过 500 毫秒，页面平均响应时

间不超过 2秒。 

    3.平台支持注册总用户数 200 万以上、同时在线人数 10 万

人以上，具备登陆用户权限分配功能，支持平台性能指标不断提

升。 

4.平台支持最大数据量 50T，支持可扩展。 

5.方案应包括项目资金投入、运营成本、实施周期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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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城镇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 

技术榜单 

（指南代码：3001304） 

 

一、项目背景 

加快推进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是提升生态文

明水平、保障食品卫生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的重大民生问题，是

省委省政府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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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解决方案应贯穿餐厨垃圾的产生、储存、收集、运输到

处置、利用的全过程，要有明确具体的适用范围、技术指标和经

济指标等内容，包括大、中、小型城市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与资

源化利用方案各 1 套。 

适用范围包括城市人口规模（万人）、日均餐厨垃圾产生量

（吨/天）、餐厨垃圾来源（居民、餐饮企业、食堂等）等内容。 

技术指标包括采用的技术路线和环境指标等内容，要有对关

键、核心技术的比较、筛选过程，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要达到

100%、处理过程无二次污染。 

经济指标包括项目整体技术投入、运营成本、实施周期等。 

（二）建立大数据监控平台 

方案需包含台账管理制度建设和餐厨垃圾集中收运体系建

设，要针对规模以上餐饮企业餐厨垃圾全过程监管问题，建立 1

套包括餐厨垃圾储存、收集、称重、运输的大数据监控平台。 

（三）应用示范 

解决方案中所提出的关键、核心技术点要有 1 个以上的示范

案例；大数据监控平台要有 1个以上的应用案例。 

    四、有关说明 

1.本技术榜单实施期不超过 1 年，总经费 150 万元，拟支持

项目数 1-3 项（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 3 位评分评价相近，且设计

方案明显不同的，可同时支持不超过 3个项目）。 

2.规模以上�建有 6 个以上（含）基准灶头的餐

Ԁ服务, 或者达放废水 100 吨、化学需氧量 30 千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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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餐饮服务企业。 

3.大城市是指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500 万，中等城市是指城

区常住人口 50 万-100 万，小型城市是指城区常住人口 50 万以下。 

4.餐厨垃圾处置规模：Ⅰ类：处理规模 300 吨/天以上（含 300

吨/天）；Ⅱ类：处理规模 150 吨/天-300 吨/天（含 150 吨/天；

Ⅲ类：处理规模 50 吨/天-150 吨/天（含 50 吨/天）；Ⅳ类：处理

规模 50 吨/天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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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中小型规模化猪、牛养殖场粪污综合利用 

技术榜单 

（指南代码：3001305） 

 

一、项目背景 

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是耕地质量改

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农产品品质提升的紧迫需求，对促进生

态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到“十三五”末，河北省规模化畜禽

养殖场将超过 10000 个，省政府明确要求，2020 年全省畜禽规模

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100%，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达到 75%以上。 

2017 年，全省牧业产值 1899.4 亿元，占农林牧鱼总产值

30.9%，畜牧业对河北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典型

的畜禽粪污处理问题。猪粪、牛粪由于营养成分低、含水量高、

运输不便等原因，处理难度大、成本高、整体利用率不高，特别

是中小型规模化猪、牛养殖场粪污综合处理利用效率低下，对生

态环境和农产品质量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研究形成中小型规

模化猪、牛养殖场粪污处理整体技术解决方案是实现科技改善民

生、提升全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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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目标 

本项目旨在对中小型规模化猪、牛养殖场现有粪污综合利用

技术进行综合评价，优化筛选出系统化的先进适用、经济可行、

综合效益良好的技术模式，形成中小型规模化猪、牛养殖场粪污

综合利用系统集成技术解决方案，为中小型规模化猪、牛养殖场

粪污综合利用提供科技支撑。 

三、考核指标 

（一）提出整体解决方案 

方案应包括中小型规模化猪和牛养殖场粪污综合利用整体解

决方案各 1套，包括适用范围、技术指标、经济指标等。 

适用范围包括养殖类别和养殖规模，养殖类别是指猪、牛；

养殖规模是指年出栏量头数的养殖场。 

技术指标包括技术路线、主要工艺参数和环境指标等内容。

关键技术涵盖源头减量，过程控制和末端利用三大关键环节，示

范养殖场的粪污无害化率达到 90%以上，资源化综合利用率达到

75%以上。 

经济指标包括项目整体技术投入、运营成本、实施周期等。 

（二）建立技术评价体系 

    方案需针对中小型规模化猪、牛养殖场现有粪污处置技术，

建立包括技术、经济、环境等因素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

系统评价优选出先进适用的综合利用技术。 

（三）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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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优选出的综合利用技术方案的关键技术点，要整合形成中

小型规模化猪、牛养殖场粪污综合利用示范点各 1 个以上。 

    四、有关说明 

1.本技术榜单实施期不超过 1年，总经费 150 万元，拟支持

项目数 1-3 项（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 3位评分评价相近，且设计

方案明显不同的，可同时支持不超过 3个项目）。 

    2.养殖场规模：中小型规模化猪、牛养殖场是指生猪年出栏

量 500 头-3000 头、奶牛年存栏量 100 头-1000 头、肉牛年出栏量

100 头-2000 头的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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