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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PART ONE
数字化转型面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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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战略：“三分四层”

信息化起步期，组建信息中心，以
自主开发为主，开始实施公司网站，
实施BAAN ERP等应用

“十一五”战略：“一体两翼”
信息化快速发展期，开始引入国内外知名

信息系统，外部实施和信息中心人员开发

相结合，实施财务金蝶EAS等

“十二五”战略：“聚核铸强”
信息化高速发展期，以“业务主导、联合推进”为

原则，信息系统覆盖面不断扩展，以外部实施为主，

信息中心人员开发一部分，实施营销服务系统、财

务金蝶OA、SAP ERP等

“十三五”战略：“聚核铸强、创新驱动、发展成套”
信息化业务系统拓展期，以“业务主导、联合推进”为原则，信息系统

覆盖面进一步扩展，以外部实施为主，信息中心人员负责项目管理和系

统维护，实施MES、SAP ERP接口、仓储条码等

发展战略：公司“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信息化总体发展战略是以“业务主导、联合推进”为原则，积极推进信

息系统在产品研发、战略采购、生产制造、产品销售与服务各业务环节的应用，信息化体系建设用于企业管理较少考虑。

实施路径：委托信息化实施专业公司进行项目实施，我公司人员只负责项目实施过程的沟通对接和管理，项目成果转

化、自主开发能力薄弱。

战略分析：信息化建设跨度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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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轮式拖拉机装配线

既有流程制造也有离散制造、既有传统销售也有国际贸易

14   拥有年产14万台拖拉机的生产能力

20  拥有年产20万台柴油机的生产能力

1.5  拥有年产1.5万台收获机械的生产能力

先进的收获机械装配线

车桥装配线铸造线 冲压线 传动系制造柴油机缸体加工线12500吨热模锻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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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分析：业务场景复杂



战略分析：现有系统的架构复杂

形成了以ERP为核心，多个业务系统为支撑，信息流畅通，业务数据有交互的信息化系统体系，业务覆

盖了研发、采购、生产、营销、服务等模块，业务系统7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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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分析：当前系统架构现状特点

架构 开发 运维 管理

点对点的系统交互，使

得系统耦合性高，后续

系统的升级影响的面太

广，系统发展的复杂度

提高。

多系统集成涉及异构系

统多种协议和多种语言

的场景，集成开发需要

掌握多种集成方式，集

成难度高。

非功能性需求被忽视，

接口的报文监控、健康

状况、和异常报警没有

系统性落地，运维难度

高。

系统接口的开发纯黑盒

操作，没有形成可管理

的IT资产，便于未来接

口能力的重用，容易造

成重复投资。

7



痛点分析：公司高管对信息化抱怨

业务理解力不够

部门壁垒：价值链横向断点

管理协同力不够
系统烟囱：人财物无法协同

责任担当力不够
责任病毒：文化的知行不一

战略支撑力不够

机会主义的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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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人员
1. 想看计划
2. 想看库存
3. 想看订单生产情况
4. 想看物流跟踪信息
5. 想看内部和社会库存
6. ……

经销商
1. 想看订单生产情况
2. 想看物流跟踪信息
3. 想看实销业绩
4. 想看优惠明细
5. 想在线对账
6. ……

管理者

1. 想看公司运营数据

2. 订单生产情况

3. 想看各产品的实销、

库存、开票情况

4. 想看风险关键点情况

5. 想看市场行情分析

6. 想看各分厂情况

7. 想看各类数据分析报

表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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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人员
1. 想看供应商供货情况
2. 想看订单生产情况
3. 想看产品跟踪信息
4. 想看服务质量信息
5. 想看放宽产品信息
6. ……

销售员
1. 想看排产
2. 想看订单生产情况
3. 想看物流跟踪信息
4. 想看内部和社会库存
5. 想看销售业绩
6. ……

痛点分析：用户体验差



系统应用方面，缺少集成应用和灵活开发

1、缺少

顶层设计

以功能需

求出发建

设单一系

统，缺乏

规划。

2、数据

孤岛

系统间缺

乏互联，

数据不共

享。

3、商业

智能

缺少多维

度、多功

能的分析

功能来辅

助经营决

策。

4、业务

短板

现有信息

化存在短

板，部分

系统需要

优化，部

分系统需

要淘汰。

5、缺乏

协作

系统之间

缺乏协作，

可扩展性

较差

6、缺乏

灵活性

需要增强

开发能力，

来适应组

织系统的

适应性架

构的不断

变化。

7、报表

可配置

需要报表

的模式可

根据业务、

组织的变

化进行配

置。

8、缺少

集客能力

缺少开拓

新的线上

销售模式

来拓展一

拖的农事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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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点分析：缺少集成



基础硬件技术落后应用效率低下

技术架构落后——硬件采用传统物理计算、存储、网络架构，新技术诸如超

融合、桌面云、私有云等技术应用较少。

硬件品牌不统一——服务器主有戴尔、IBM、HP、浪潮、华为等品牌都有，

管理不方便，设备利用率低，急需采用超融合技术进行整合。

设备老旧——部分系统硬件运行10年以上，各种故障开始频发。

效率低下——电脑操配置和操作系统五花八门，部分应用系统升级后，需要

在windows7及其以上的系统环境下才能运行；部分单位和部门电脑老化，

故障频出，信息中心反复维修，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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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点分析：硬件效率低下



02PART TWO
数字化转型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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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信息化目标-指导方针

核心目标：围绕集团公司发展战略目标，聚焦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建立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打造支撑企

业卓越运营的信息化平台，将信息化建设全面融入公司管理和业务活动中，提升数据集成管理、协同利用

和价值挖掘能力，提升信息化在公司管控中的价值效益，推动信息化能力从“服务”到“支撑”的跨越。

三大主攻方向：

•优化生产运营

•创新产品服务

• 推进业务转型

十大工程

• 智能制造 供应链协同平台 产销协同平台

•业务财务一体化 智能办公门户 数字管控平台

• 智能服务平台 电子商务平台

• 研发创新平台

•农业服务平台 工业互联网与大数据

指导方针：以价值效益为导向，以新型能力建设为主线，深度挖掘数据资产价值，务实有效推进企业
数字化转型



信息化定位：“十四五”充分发掘数据要素价值

信息化孤岛

流程驱动

功能导向

内部管理

信息孤岛

单体架构

国外技术

Before

数字化大陆

数据驱动

能力导向

产业协同

平台架构

云原生架构

自主可控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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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定位：“十四五”挖掘数据的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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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套体系 2个门户 N类业务应用3个中台

建立N个应用

建立一套体系

建立3个中台

建立两个门户

建设模式为1+2+3+N，即1套体系、2个门户（PC+移动）、3个中台（技术中台、数据中台、业务中台）、N个应用

“十四五”信息化建设内容

16



“十四五”信息化建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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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标准规范

数
据
管
理
流
程
规
范

数
据
服
务
申
请
规
范

数
据
中
心
对
接
规
范

信息化通用标准

数
据
模
型
标
准

数
据
元
标
准
规
范

应用类标准规范

应
用
管
理
规
范

应
用
编
写
规
范

业
务
应
用
使
用
规
范

基
础
应
用
使
用
规
范

应
用
部
署
规
范

安全类标准规范

信
息
安
全
评
估
标
准

系
统
安
全
规
范

安
全
审
计
标
准

安
全
应
急
管
理
规
范

运维类标准规范

灾
备
中
心
管
理
规
范

故
障
管
理
规
范

变
更
管
理
规
范

应
用
上
线
管
理
规
范

“十四五”信息化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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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
引擎

数据资源开

放平台

数据交换与

共享平台

数据资源管

理平台

从海量数据中挖掘数

据潜在的价值

打破数据孤岛，对多源、离

散的数据进行归集整合，实

现数据交换与共享。

对异构、杂乱的数据进行

治理，转化为干净、规范、

有序的数据资源

海量数据存储、计算、分析，

为数据产品提供基础支撑

三个中台-数据中台

数据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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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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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应用接入

统一应用管理

统一运维支撑

统一安全管理

应用开发者基于平台信息标准体系中关于应用开发标准、应用接入标准等规范，依托技术平台的统一部署、

统一权限、统一认证等基础服务，实现应用的统一接入。

技术中台基于应用引擎、微服务框架，整合硬件资源、服务资源、基础平台资源、技术构件资源，提供部

署调度、负载均衡、应用编排、中间件、统一配置、统一服务治理等管理能力，实现对应用的部署—测

试—上线—维护—下线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构建对应用运行的全方位管理。

技术中台提供包括统一日志、租户集群管理、统一监控以及统一的管控平台在内的运维保障体系，帮助

用户全面掌握IT资源的运行状况，清晰展示应用服务工作情况，实现故障实时感知与快速故障定位分析，

便捷地对故障做出处理。

技术中台通过对服务器安全加固、细粒度权限控制、统一审计以及自定义平台安全策略，实现事前预防、

事中控制、事后追溯的全过程安全管理。

技术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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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中台相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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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平台逻辑架构

服务接入规范 平台编码规范 异常编码规范 版本编码规范 应用编码规范 服务管控规范

服务定义工具

（ESB Stuido）

消息增强 服务开发

消息路由 服务调试

服务编排 协议转换

事务管理 日志埋点

服务运行引擎

（ESB Server）

协议适配器（ TCP、JMS、Http/s、FTP等）

消息路由 协议转换

服务编排 服务日志

消息机制
（MOM）

资源分配 扩展机制 超时机制

重试机制 热加载 异常处理

SEDA
架构

服务治理工具

（ESB Governor）

服务注册 服务查找 服务监控

服务SLA 服务部署 服务配置

服务状态管理

（ ESB SSM）

服务监控 异常告警 日志记录

日志分析 日志转换 硬件监控

基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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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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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中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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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入口

私有数据区

ERP数据库 MES数据库
物联网
数据库

……

共享数据区 数据交换

外部共享数据

政府 征信机构行业协会 ……

大数据交换组件

数据库交换组件

数据区交换组件

办公服务研发协同 供应链协同 生产协同 财务一体 营销服务

支撑平台

PLM

PDM

CAD

应用开发

代码仓库

服务网关

ESB总线 三维软件

SRM

SCM

WMS

采购管控

MES

ERP

主数据

MDC

优惠对账

NCC

合同

费控

CS/BS

CRM

EPC

电商

资产设备

HR

邮件

项目

安全环保

OA

加密

APP

基
础
层

数
据
层

应
用
层

门
户
层

数据中心 私有云网络 安全 UPS 计算 存储

工业互联
网平台

物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

“十四五”核心打造东方红云平台

展示平台 高管 各级管理者BI管理驾驶舱 报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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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信息化安全架构

数
据
中
心集中存储

应用服务器

万兆堆叠
交换机

安
全
管
理
区

堡垒机

终端安全
管理系统

日志审计

大拖厂节点 福莱格节点 中小拖节点 油泵厂节点 采购中心节点 中收节点 柴油机厂节点 锻造厂节点 工业园节点 齿轮厂节点

D
M
Z
区

负载均衡

核心交换

一拖VPN

安全网关

互联网 移动、电信、
联通线路

Web防火墙
企业网站

核
心
交
换
区

边
界
接
入
区

国机VPN

私有云

大数据

电商平台

安全网关

代码审计

数据加密 漏洞扫描
入侵检测

安全生产
管控平台

探针

上网行为管理

楼
层
接
入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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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信息化主要保障措施

健全推进机制完善体系管理

•建立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形

成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所要

求的，信息化环境下的新型

能力。通过对数据、技术、

流程、组织四个核心要素的

互动创新和持续优化，推

动新型能力和业务转型和的

持续运行和不断改进。

深化应用，融合集成

•按照“数据+平台+应用”

的新模式建设营销服务平台、

供应链协同平台、研发协同

平台、产销协同平台、财务

一体化平台和大数据分析平

台，实现数据集成和交互，

提升数据分析能力，提升企

业数据资产价值。

加强团队能力建设

•以价值创造结果为导向，通

过项目推进提升团队整体能

力，提升自主信息化能力，

支撑公司规划落地，适应业

务调整及信息系统的深化应

用。

•建立信息化人才队伍培养机

制，通过知识共享和个性化

知识服务，培养员工差异

化技能，提升全员创新等

能力。

夯实基础设备设施加强网络

安全管理

•结合5G、数据中心、云计

算、区块链等新一代技术，

加快对网络、服务器、机房

等现有基础设施及生产设备

的升级改造，提高设备入网

和组网能力，提升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能力。

•按照《网络安全法》及等

级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保护等要求，针对网络安全

面临的新风险和隐患，加快

基于大数据的态势感知、主

动防御、综合防御和动态防

御体系建设，提升应对未知

风险的安全防护能力。



03PART THREE
数字化转型初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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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和组织保障

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推进，公司成
立相应的小组：

数字化转型推进领导小组：负责顶
层设计和项目决策。

数字化转型体系建设专家组：负责
项目可行性和实施方案评估。

数字化转型项目建设工作组：负责
项目落地实施，参与项目实施的全过程，
接受实施公司的培训。

为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公司信息化人
员的效能，通过项目推进提升团队整体
能力，为后期系统改进升级培养自主力
量，建议在公司推进数字化转型项目落
地期间，建立项目小组，项目小组人员
统一归口由智能信息化研究院管理，工
资考核纳入智能信息化研究院管理。

现有信息化人员情况

单位
人数 职责

信息中心 14
管理、开发、实施、系统运维、

网络安全

二级单位 61 系统支持、网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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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能力建设

为了支撑公司数字化转型规划落

地，适应业务调整及信息系统的不断

深化应用，需要提升自主能力。公司

自主信息化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可以

自主灵活配置系统适应业务的不断变

化；另一方面可以不受制于人，减少

实施成本的同时使系统建设更贴近需

求。

通过合同约定知识转移以及我方

人员参与项目实施，培养信息化实施

人员和开发人员，从而实现项目信息

技术和业务知识的有效转移，切实承

担起后期系统建设和运行维护的工作。

健全完善信息技术专家和技能人才队伍

建立良好的信息化人才队伍培养机制

建立常态化的人才团队激励和考核机制

建立以技能开放为服务商准入的必要标准

1

2

3

4

31



建设完成东方红私有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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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

红云

智能语音 全面

移动化

业务

标准化

直观

可视化

智能分析

统一工作

中心

流程引擎

组织引擎

门户引擎

集成引擎建模引擎

消息引擎

内容引擎

高效

协同性

项目

全周期管理

接口、模板
元素、控件库

移动引擎 数据交换中心

权限中心 运维中心

数据中台

技术中台 统一门户

知识管理

合同管理

项目管理协同办公

移动办公

统一门户

建立统一门户平台，实现公司门户、部门门户、个人门户、报表门户等

技术中台

建立统一组织管控，支持多类型及分级分权管理，同时以微服务架构打造

轻应用

数据中台

打造数据仓库、形成管理驾驶舱，实现报表自助，建设风控体系

移动办公

打造统一的移动办公门户，支持多终端应用，统一移动入口

协同办公

构建人力资源、工作流程、知识管理、公文管理、综合办公

合同管理

构建全面合同管理应用，和财务系统、SAP系统

项目管理

构建项目管理应用，对科研项目进行有效管控

集成应用

在云架构下，打通各业务系统，形成不同主题的应用

建设完成东方红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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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云平台上线内容

东方红云平台上线，完成SHR、智能办公、合同管理等模块建设，部署，替换原
有的系统，强化移动办公，提升办公效率。

智能办公 合同管理

督办管理人力管理



总体架构文档知识共享平台



业务场景

内部知识
共享平台

跨组织数据共享：实现知识文档在电科体系内的跨组织机构共享，各单位可通过系统

进行知识借阅和共享。

个性化推荐：系统根据用户的日常浏览记录和个人标签设置自动推荐相关的知识内容。

知识订阅：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制自己的订阅条件，对于满足条件的知识文

档通过邮件的方式发送给订阅用户。

个人收藏：用户可将感兴趣的文档加入个人收藏，也可以取消个人收藏。

知识地图：系统可按党员建设、企业文化、科技专业等不同分类设置知识地图，员工可

按照地图指引一键化查询对应知识内容，方便用户查找操作。

个人网盘：员工可通过个人网盘上传、下载个人文档，并支持对文档的共享。

积分管理：建立知识积分管理体系，原创文章激励机制，通过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实现平台

内容的高质量更新，对原创发文、学术留言等实施积分制管理，可进一步通过部门积分排名激

励员工进行知识共享。

文档知识共享平台



主数据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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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统一的编码标准、统一

的数据库字段命名标准、统

一数据总线的接口标准、统

一数据治理、数据仓库建设

的标准、门户应用入口的标

准、以及标准代码库，要求

服务商必须按照相应标准来

进行系统建设，使系统实施

在统一的架构下进行，实施

完毕后，相关实施文档和代

码交付代码库存放，便于只

是沉淀和未来自主升级迭代。

统一编码

统一数据库

统一接口总线

统一数仓标准

统一门户标准

代码库



供应链协同

实现从采购合同→采购

订单→收货→发票挂账→

付款环环相扣，共享度高

且数据互相勾稽，业务可

追溯。主要业务单位实现

了与内外部供应商在计划、

采购订单、送货配送、发

票（结算）之间的业务协

同；采购数据统计分析客

观、及时、准确、高效。

SCM ERP

38



智能制造

建立现代农业装备智能

驾驶舱数字化工厂，拖拉

机、工程机械、收获驾驶

舱共5万套的生产能力，达

到“生产效率、运营成本、

产品升级周期、产品不良

品率及单位产值能耗”优

化提升，形成相关标准、

专利及软件著作权，为农

机装备行业树立一个多品

种、变批量、定制化生产

的离散智能制造示范。

39



业务财务一体化平台

。。。销售中心财务管理中心

主机 零部件

会计核算

成本中心
公司代码

利润中心（事业部）

成本控制范围

战略业务
单元

战略管理
层

会计科目表

业务执行

经营组织(关注集团盈利分析)

资金管理范围

合并管理范围

采购组织1

库存地1

库存地2

福莱格

集团财务管控体系

一拖集团

集团公司 股份公司

采购组织2 销售组织1

柴油机

财务会计体系

管理会计体系

业务运营体系
工厂1 工厂2 分销渠道1

柴油机

贸易

集团会计科目
表

内部订单
（组）研发项目 投资项目

采购中心

在建工程

分销渠道2

。。。

统一规范成本核算规则，解决月
结先后问题，统筹运行系统折旧、
物料账、差异分摊、成本核算等，
形成集团、主机厂、零部件、非
生产单位、虚体等各层级的成本
报表模板。

统一集团和各板块各级别单位的
对外报表，形成财务核算系统模
板，可快速复制推广财务系统，
达到集团财务核算集中化和规范
化。

充分发挥SAP集成化业务平台特
点，推进数据共享与业务衔接；
实现业务信息与财务信息的无缝
衔接，业务信息自动生成财务信
息，在业务信息中追溯到财务信
息，又从财务信息中回溯到业务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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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管控平台

41

重点展现 风险预警

高效协同 全面分析

一体化
技术平台

 全面分析：设定指标合理阈值，能够发现非正常指标并进行追溯。

 高效协同：设计高效填报、自动汇总、数据来源唯一，促进部门高效协同。 为业务职能部门进行
管理提升提供工具和
手段

为信息系统数据治
理和系统建设规划
提供指南

管理提升：①建立一拖集团全面统一的

管理指标体系；②将集团各部管理者从

数据统计工作中解脱出来。

数据治理：全面梳理一拖业务数据。

平台实现：基于先进的一体化技术平台

，以“重点展现、风险监控、全面分析

、高效协同”为目标，建立全面支撑

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的决策分析平台

。

 一体化平台：集团采用一套系统、纵向管控一体化、横向业务一体化

 重点展现：满足不同层级、业务分析需求，第一时间抓住企业运营关键数据。

 风险预警：支撑集团对各部门、各下属企业管理及经营风险监控并及时预警。 数
字
化
管
控
平
台
重
点
实
现

http://images.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d500.com.cn/png/new_png_35/001.png&imgrefurl=http://d500.com.cn/html/png/info-1415.html&usg=__uo55drsaBFzmw15S66qFlVSJqQc=&h=300&w=300&sz=25&hl=zh-CN&start=42&itbs=1&tbnid=C2Y2AofMAKC7CM:&tbnh=116&tbnw=116&prev=/images?q=%E5%8D%A1%E9%80%9A%E7%94%B5%E8%84%91&start=40&hl=zh-CN&newwindow=1&safe=strict&sa=N&gbv=2&ndsp=20&tbs=isch:1
http://images.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www.sj33.cn/sc/UploadFiles_6888/200804/2008042223330636.jpg&imgrefurl=http://www.sj33.cn/sc/slsc/other/200804/15694.html&usg=__uKsDYz4PV1tsWAgkpliG0g0MyqU=&h=258&w=271&sz=13&hl=zh-CN&start=5&itbs=1&tbnid=YUdnzGLu_yyaSM:&tbnh=108&tbnw=113&prev=/images?q=%E5%8D%A1%E9%80%9A%E6%89%B3%E6%89%8B&hl=zh-CN&newwindow=1&safe=strict&gbv=2&tbs=isch:1


数字管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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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追溯/查看

领
导
班
子
成
员

收集数据 补充数据 提报数据 审核数据 汇总数据 分析数据 整理报告

自动获取

台
账

OA审核报
表

业务系统

填报/批导

报
表

系统自动汇总数据 可以导出分析报告

企业日数据监控每日一次 企业经营数据分析月度

第一部分：报表部分

基层单位-各职能口统计管理人员 集团单位-各职能口统计管理人员

第二部分：图标分析

报
表



数字管控平台

43

营销 9个主题，48张表

营销日报、旬报

财务收入数据

4张

13张

营销快报 4张

营销行业表 9张

营销2+2预测 6张

人力 6个主题，25张表

人员结构

人员成本

5张

9张

人员培训 6张

工资 5张

生产 7个主题，38张表
计划/实际日报

生产月报

11张

10张

产销协同 7张

安环 1个主题，8张表 非生产物资 8张

风险管理 6张

审计报告 5张审计法务 4个主题，11
张表

固定资产

设备

2张

4张
在建工程 2张

亏损企业 3张

战略投资 4个主题，11
张表

股权投资 2张

资产管理 5个主题，8张
表

采购 6个主题，13张表

市场信息

降本建储

2张

9张

采购招标合同 10张

办公室 1个主题，8张表

质量分析 16张

三包 4张质量 8个主题，20张表

研发 20张

科技成果 8张
科技发展 11个主题，39

张表
专利 5张

库存管理 10张

渠道服务 8张

开票与风险 4张

项目与论文 4张

新品贡献 2张

员工持股 2张

年度计划 4张



数字管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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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管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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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管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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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HR专业应用

• 待办事项

• 已办事项

• 消息通知

• 报表编辑

• 报表设计

• 报表发布

• 员工档案信息

• 考勤自助查看

• 工资条查询

• 自助发起流程

• 人员情况

概况

• 组织机构

模型

• 员工结构

分析

• 行政组织管理

• 员工管理

• 薪酬管理

• 考勤管理

行政组织管理 员工管理

薪酬管理 假勤管理

组织机构 组织调整

岗位职务 编制管理

编制申请 组织统计

入职转正 调动管理

兼职借调 员工档案

离职退休 劳动合同

假期额度 休假管理

考勤排班 移动签到

异常处理 考勤计算

薪酬标准 定薪定级

社保福利个税计算

发放记账发放记账

人力资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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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已经

自建了工业互联平台，围绕智能

农业机械（拖拉机、小麦机、玉

米机、水稻机、烘干机）完成基

础系统搭建、农机电控信号和总

线信号收集传输存储以及展示，

目前50马力以上农业机械全部加

装智能终端，进行数据回传，目

前在线设备4万多台。

该平台被工信部评为2018年

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2020年河

南省工业互联网平台试点示范。

工业互联网平台



安全态势感知平台

全网安全态势可视 资产脆弱性态势可视 网络攻击态势可视

横向威胁态势可视 分支安全态势可视安全事件态势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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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护体系

安全运营
闭环管理

威胁预测-攻击预测 威胁防护-事件预防

响应处置-事件控制

 互联网资产发现

 安全策略优化

人

 重点时期安全检查

 重点时期攻防演练

 系统上线安全检查

 安全产品运行维护

 安全基线评估加固

 等级保护测评

 全流量风险分析

 渗透测试

 应用失陷检测

 安全事件研判分析

 安全应急响应处置

 安全事件实时通报

 威胁情报预警

持续检测-事件检测

持续监控与分析

- 威胁预测
- 通过内部威胁预测、外部威胁情报等手段，进行

平台暴露面分析，监控外部威胁，实现攻击预测、

提前预防的目标

- 威胁防护
- 面对持续攻击，降低受攻击面，实现“攻击减速”

的目标

- 持续检测
- 面对电子政务云，进行7*24小时在线检测和响应，

减少威胁停留时间，及时发现并控制事件，防止

事件升级

- 响应处置
- 深度威胁分析，联动响应与处置，对发生的重大

安全事件进行回溯分析，实现及时处置、止损、

追踪溯源的目标



配件电商平台上线

配件电商平台上线，平台和公司EPC系统对接，将关重件档案推送给用户，使用户可以方便、准确的购买配件商品。



非生产类物资采购平台上线

公司所有非生产类采购物资，办公用品、劳保用品、工具等全部纳入平台进行线上采购或线上招标比价采购，使非生产
类物资采购透明、高效。



5G+AI视觉检测上线

替代人工，100%全检无盲点，检测效率提升50%~70%，误检率自学习持续降低， 生产效率显著提高。河南省省长
尹弘有计划带各地市市长80多人来我公司参观考察该项目。

✓ 针对某型号发动机实测，故障、瑕疵全检出；

✓ 误检率低，且可通过工业AI视觉云平台实现自进化；



感谢 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