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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要求及说明

一、项目背景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计生特殊家庭面临的需求和困难日益增加。当前，

现有的信息管理系统仅能记录基本人员数量和档案信息,缺乏对特殊家庭及帮扶工作更深入

的数据分析与趋势把握，尤其在政策制定、服务实施和管理评估的过程中，缺乏全面、准确

的数据支持。

二、建设目标

(一)全面数据收集与深入分析

1.数据整合平台：系统将建立一个综合性数据库，整合各级计生特殊家庭的基本信息，

包括家庭成员年龄、性别、残疾情况、健康历史、经济状况、心理状态等，确保数据的全面

性和准确性。

2.动态更新与管理：支持实时数据更新，基层工作人员可输入最新信息，确保信息的时

效性。同时，系统定期生成数据报告，反映计生特殊家庭的整体状况和变化趋势。

3.趋势分析工具：基于收集的数据，系统运用统计分析和数据挖掘，生成有关计生特殊

家庭需求、健康状况和心理状态等趋势报告，为政策调整提供依据。

（二)量化管理与评估功能

1.实施监控：具有专门模块，以量化方式监测“四项服务”及“暖心家园”建设的执行

状况，包括服务频率、服务内容满意度以及服务延续性等。

2.绩效评价：通过数据记录和分析，为每个基层计生协建立绩效评分体系，定期生成评

估报告。

（三）心理健康监测与干预机制

1.心理健康评估：具有多种心理评估量表，通过在线问卷和面访等方式，定期对家庭成

员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估，识别潜在的心理问题。

2.个性化干预：根据评估结果，为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个体或家庭推荐相应的专业服务，

包括心理咨询、支持小组和资源链接等，确保及时干预和帮助。

3.跟踪反馈：开展心理健康服务后，系统将记录后续反馈，以评估心理健康干预的效果，

形成良性循环，提升服务的针对性和效果。

（四）智能居家服务与安全监测

1.智能监测设备集成：系统将与智能手环、健康监测仪等设备进行联动，实现对独居老



山东省计划生育协会暖心家园管理系统开发项目

2

人的生理指标监测，例如心率、血压等，及时识别健康异常情况。

2.紧急响应机制：监测到异常信号后，系统自动向相关工作人员发送警报，确保在突发

情况下能够迅速采取应急措施。

（五）移动应用

系统开发手机移动应用，方便基层工作人员在入户服务时随时获取信息和上报数据。

三、技术要求

1.系统采用 B/S 架构模式，只需在服务器进行安装，用户端免安装，可实现各种主流浏

览器版本兼容使用。

2.使用主流编程语言，数据库使用 MySQL、Oracle、SQL Server 等，后期可拓展、延伸，

以及二次开发。

3.提供标准的 Web Api 数据接口，明确系统内部的数据通讯协议以及系统之间的数据交

换标准，可与第三方软件和设备进行数据对接。

4.系统必须采用 MD5 密文传输，对敏感信息数据辅以私钥加密，确保信息安全。防止任

意对象对系统的入侵、攻击，避免操作人员的越级操作。

5.系统数据定期备份。平台数据定期备份，避免系统遭受攻击后数据完全丢失。

6.标准化的心理健康评估工具，具有心理评估量表≥20 种，包括但不限于：90 项症状清

单、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

7.形成全面的计生特殊家庭数据库，实现对这一群体的动态监测与分析。

8.系统具有数据可视化与量化管理功能。

9.监督评估能力：确保上级部门对各地工作的全面、客观评估。

10.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系统需具有数据加密和访问权限控制功能。

11.用户界面简洁直观，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确保工作人员能够操作系统。

12.具有可扩展性和灵活性，能够适应业务需求的变化和扩展。

13.系统稳定可靠，具有故障容错能力，避免因系统故障导致数据丢失或服务中断。

14.根据省级平台需求，以省、市、区/县、街道四个层级为基准，设计出合理的功能权

限模块、人员信息管理以及数据权限分配体系。

15.系统内各大模块的相关搜索功能须支持智能化检索，并实现分类检索、智能排显等功

能。

16.依据信息公开要求，形成规范统一的信息公开目录编制体系、信息公开发布体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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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层面保障信息公开的规范、有效和及时，保障使用人员依法获取信息，提高工作透明度。

四、服务要求

1.服务响应时间：提供 7×24 小时电话咨询服务，重大故障 30 分钟内响应，2小时内维

护人员到达现场处理。

2.供应商须负责与省政务云平台对接。

3.智能监护设备：跌落抗摔；待机时长≥10 天；充电时间≤3小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数量≥50 台。

4.提供系统应用、维护培训，人次、地点和时间按采购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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