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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上路，打开手机就能展示电子驾照；在外住酒店，用

电子身份证就能办理入住手续；企业的办事员不必带着公章、

纸质材料到处跑，线上上传文件就加盖了电子印章……电子

证照的推广正在为人们生活、工作带来更多便利。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政务数据共享，进一

步压减各类证明事项，扩大“跨省通办”范围，基本实现电子证

照互通互认，便利企业跨区域经营，加快解决群众关切事项的

异地办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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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场景大显身手

随着“互联网+政务服务”深入推进，
各地各部门政务服务不断优化，积极推进电
子证照的应用，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

例如，重庆市政府APP的“渝快办”专栏，
为市民提供多项电子证照服务。房主想出租
房子，可以便捷地使用“渝快办”上的电子不动
产权证书作为资料核验凭证，而不必出示不动
产权证书原件。

安徽省居民可通过政务服务APP“皖事
通”，在“我的电子卡包”中查看自己的电
子证照，包括身份证、驾驶证、结婚证、
不动产权证书等。去年，安徽省芜湖市还
为市区新上牌电动自行车办理了电子行驶
证。据芜湖市数据资源管理部门统计，芜
湖市人均电子证照已达 8.69 张，电子印章
备案 5601 个，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
进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进一步加快
推进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
认，实现更多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掌上
办、一次办，进一步助力深化“放管服”改
革和优化营商环境作出部署。

《意见》 提出要扩大电子证照应用领
域。在个人电子证照应用领域，加快推进
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身份证、社会保
障卡等 10 类个人常用证照电子化应用，覆
盖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籍迁移等与群
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应用场景；在企业电子
证照应用领域，推动营业执照、生产经营
许可证、检测认证等电子证照的应用；在
电子证照社会化应用中，围绕合同订立、
人员招聘、交通出行、文化和旅游等场景
积极推动。

便民利企见实效

推动电子证照全国互通互认，是 《意
见》 提出的另一项重要工作。西南财经大
学经济学院教授韩文龙认为，电子证照互

通互认能够节省行政成本，可为企业营造
更好更优的营商环境，为老百姓提供更便
捷的政务服务，为全社会提供更加优质的
公共服务。

目前，一些地区已开展区域性电子证照
互认。2020年9月，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联合印发《长三角地区电子证照互认应用
合作共识》，确定电子证照互信互认试点类型
清单、发布电子证照应用场景清单、构建电
子证照跨地区异议处理机制等，并制定了

《长三角地区电子证照共享技术规范》等规范
性文件，实现30类电子证照互认应用，其中
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律师执业证等高
频电子证照可在特定监管执法、社会化领域
中应用。

今年 2 月，四川、重庆两省市政府办公
厅联合发布了《川渝电子证照互认共享清单
（第一批）》， 提出居民身份证、机动车驾驶
证、居住证、结 （离） 婚证、营业执照、食
品经营许可证等34项电子证照将实现川渝互

认共享。
各地取得的成果不少，但也有专家指

出，从全国层面看，电子证照还存在标准规
范不健全、互通互认机制不完善、共享服务
体系不完备等问题。为此，《意见》提出，健
全电子证照应用协同推进机制；加强电子证
照应用跨地区、跨部门工作协同，推动解决
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中的
重点难点问题。推进电子证照标准化规范
化，建立健全电子证照应用的业务、数据、
技术、管理等标准体系。

切实筑牢安全防线

目前，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江苏
“不见面审批（服务）”改革、上海“一网通
办”改革等发展模式，有效解决了群众和企
业办事难、办事慢等问题。中央党校 （国家
行政学院） 电子政务研究中心主任王益民
说，中国网上政务服务发展已由以信息服务
为主的单向服务阶段，开始迈向以跨区域、
跨部门、跨层级一体化政务服务为特征的整
体服务阶段。

《意见》 提出的工作目标是，2022 年底
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共享
服务体系基本建立，电子证照制发机制建立
健全，企业和群众常用证照基本实现电子
化，与实体证照同步制发和应用，在全国范
围内标准统一、互通互认；电子证照在政务
服务领域广泛应用，社会化应用取得积极进
展，“减证便民”取得明显成效。

要实现这一目标，保障电子证照使用的
安全性是基础和前提。韩文龙认为，推动电
子证照互通互认政策落地，必须注重数据安
全问题，防止隐私泄露、数据泄露和社会风
险事件的发生，从技术、制度和国家安全等
层面做好数据的安全保障工作。

专家认为，要坚持安全可控原则，加强
电子证照签发、存储、使用等全过程安全规
范管理，严格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安
全，切实筑牢电子证照应用安全防线。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电子证照将在全国互通互认
本报记者 李 贞

商海春作（新华社发）商海春作（新华社发）

在江苏省淮安市，铁路民警帮助旅客申请电子身份证。 赵启瑞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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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援建的郧西六官坪小学中国人寿援建的郧西六官坪小学中国人寿援建的郧西六官坪小学

近日，中国人寿与定点帮扶的湖北省十堰市郧

西县人民政府共同携手，将“国寿（郧西）教育扶贫基

金”提档升级为“国寿（郧西）乡村振兴基金”，基金规

模由3000万元增加至5000万元，在扩大基金本金的

同时扩大资助覆盖面，将原来单一的教育资助扩展

为对教育以及乡村医护工作者、乡村振兴创业带头

人、返乡创业青年创设的帮扶产业等多方的资助，致

力于将教育帮扶基金的成功经验进一步运用于支持

乡村振兴，激发郧西县在外学子和务工青年返乡创

业热情、激活农村资源、拓宽产业维度、优化三产融

合，为郧西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

振兴提供有力支持，使之成为全面推进郧西乡村振

兴的一项长效帮扶新举措。

积极开展教育帮扶 设立教育扶贫基金

郧西县地处秦巴山区，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郧西县委县政府按照国家政策最高标准投入

财政资金支持教育，在高中阶段，除按国家政策免除

困难学生学费、提供助学金外，郧西县地方财政还每

年每人补贴2000元生活费。为支持教育帮扶，作为

郧西县定点帮扶单位，中国人寿积极发挥专业优势，

于 2018 年与郧西县人民政府合作达成总规模 3000

万元的“国寿（郧西）教育扶贫基金”，基金管理人由

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国寿金

石公司担任，将每年获得的可支配收益全部用于资

助郧西县教育帮扶。

2021年，基金可支配收益248万元，为当地困难

学生平均提供1000元生活补贴，县财政只需要补贴

1000元，不仅极大保障了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

费用，还大大减轻了县财政额外补贴压力。这成为

中国人寿支持实体经济和助力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的

一项有效成果。这项举措在激发内生动力、助推地

区长远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精准再发力 提档建立乡村振兴基金

截至目前，“国寿（郧西）教育扶贫基金”累计实

现基金收益分配473万元，资助困难学生4291人次，

全部用于为郧西县“三类监测户”学生提供学习和生

活补助。

为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使基金发挥更大作用，

适应新形势工作要求，中国人寿与郧西县委县政府

充分沟通，双方就延长基金期限、增加出资金额、扩

大资助范围等达成一致。中国人寿将在控制投资风

险的前提下加快投资进度，做到投资质量有指标、投

资进度有要求、资金安全有保障，切实把基金运作

好，通过继续做大做强基金规模，并及时提档升级基

金功能，扩大基金资助范围，努力助推郧西在医疗、

产业发展方面更上一层楼。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中国人寿严格落实“四

个不摘”要求，不断加大帮扶力度、拓展帮扶思路、创

新帮扶模式、夯实帮扶基础，持续通过党建引领、保

险助推、综合金融支持、产业扶持、职业技能培训、公

益帮扶等多种方式，全面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国人寿积极开发适合脱

贫人口的系列保险产品，近三年，累计服务脱贫人口

近千万人，累计提供风险保障近万亿元，累计提供医

疗补偿近百亿元，业务覆盖全国20个省份。

中国人寿将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完善服

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工

作方案，优化集团一体帮扶工作机制，积极发展“三

农”金融保险，努力将保险职能、公益力量和综合金

融优势转化为助推乡村振兴的动能，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持，奋力

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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