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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到来，想要港澳亲子游，在家用手机花3分
钟就能办理港澳通行证签注，然后只需坐等快递上
门。6月17日，“在成都”市民服务平台政务服务再
次升级，“一站式”网上服务大厅为市民提供了足不
出户、方便到家的便民服务。

今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要大力推行
“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让居民
和企业少跑腿、好办事、不添堵。作为“互联网+政
务”的先行者，成都正在让市民“坐享”愈来愈多的
城市服务。

6 月 16 日，腾讯发布了 《中国
“互联网+”指数 （2016）》 报告，
集中反映过去一年“互联网+”战略
在全国的落地情况。在公布的 2016
中国“互联网+”十大城市中，成都
位居前列，在中国西部地区高居首
位。嘉宾在对成都的颁奖词中说，成
都已经成为“西南地区‘互联网+’产业发展先锋”。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发布的 《中国“互联网+”指数 （2016）》 分
为基础设施、智慧城市、创新创业、产业等多个维度，涵盖零售、金
融、交通物流、医疗、教育、文化娱乐、旅游等十多个细分领域，而成
都在所有领域均跻身前 10，成为为数不多实现“大满贯”的城市之一。

在“互联网+”的浪潮中，“互联网+政务”是成都市重点发展的方
向之一。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则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6 月 13 日，《2015 年成都市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报告》（以下简称 《发
展报告》） 正式发布，该报告由成都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成都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委托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成都市移动互联网协会联
合编制。在 《报告》 中，成都政务新媒体综合影响力得分，排名全国第
三。

据腾讯发布的 《2015 年微信政务民生白皮书》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 8 月，成都市政务民生微信账号总量达 1135 个，其中服务号占比
约 26%。全国排名前 10 的城市中，多为中东部城市，仅成都一城处于西
南地区。

《发展报告》 显示，2015 年成都互联网普及率达 61.2%。截至 2015 年
12 月，成都市网民规模为 883 万人，较 2014 年增长 41 万人，年增长率
为 4.8%。成都市人均周上网时长在 2015 年为 28.4 小时，比 2014 年的 27.9
小时增长了 0.5 小时，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 2.2 小时。成都网民上网时长
的增长，表明网民和互联网之间的黏性在不断增强。

2015 年 9 月，成都建成了“全光网城市”，全市所有城区、农村场
镇及一类行政村实现 100%光纤覆盖。全省光网用户平均上网带宽达到
37.9M，全国第一。在固网宽带用户量上，成都为 553 万户，年增长率
26.3%，用户增长量和增长速度创近 4 年新高；农村宽带用户规模 100.7
万户，同比增长 40.8%，呈更为快速的增长态势。带宽为 100M 及以上的
固网宽带用户比例达 21.4%，较 2014 年的 1.2%提升 20.2 个百分点。如
今，全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世界一流的百兆宽
带。

手机 4G 流量的快速发展也令人欣慰。截至 2015 年 12 月，成都 4G
基站数量已达到 26340 个，较 2014 年增长 49.9%。4G 用户总数达到 792
万户，占移动电话用户总数的比例由 2014 年的 9.5%提升至 35.2%。在手

机网民规模达到 811.4 万人的情况下，
成都市民对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的需
求迅猛增长。

网络基础设施日渐完善，网民需求
与日俱增，在这场“互联网+”的大潮
中，成都市勇追潮头，跟进前沿，为

“互联网+”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成都成为“互联网+”发展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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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成都发出中国西部首份电子营业执照，图为营业执
照卡。 朱虹摄

图为成都市政府微博服务群众办事大厅。 资料图片

图为“在成都”服务平台界面。 柴逸扉摄

图为“科创通”成都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界面。 柴逸扉摄

网上填报，快递送货到门
上午 11 时刚过，这本该是政务服务类窗口最忙碌的时候，而“科创

通”成都创新创业服务窗口前却一反常态，只有寥寥几人在办理业务。
“他们已经将所有的手续在线上完成了，最后只需要带着打印好的材料
交过来就可以。”工作人员介绍道，“只来一次，就能办好一切。”

自 2014 年起，成都市科技局将业务办理同互联网相结合，推出了由
线下行政服务倒推出来的“政务逆向 O2O”服务平台——“科创通”成
都创新创业服务平台。作为一款“互联网+”孵化的“双创”服务云平
台，该平台极大地节约了创业者们的时间成本。它集合了政策攻略、业
务办理、科技服务产品、科技服务机构、创新孵化载体等要素资源，面
向创业团队、创业企业、创业服务机构、创新创业载体四类主体，提供
全方位、全流程的专业化服务，被业界誉为创业版的“天猫商城”。

“‘科创通’里政策解读非常全面，让申请者一眼就能看懂，就明
白该做什么。”“科创通”成都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工作人员介绍说，“有
了这个平台，创业办手续的流程简化了，办事方便了，创业者们的创业
热情也就更高涨了。”

自 2014 年 5 月正式上线以来至今，该平台已汇聚创业服务机构 561
家、创业服务产品 1746 款、创新创业载体 121 家。

6 月 13 日，四川维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财会人员黄女士，从邮递员
手中接过快递袋，拿到了自己当天在网上申领的企业增值税发票。这是
成都市武侯区国税局推出“网上购票、邮递送票”服务后，成功完成的
第一单发票配送服务。黄女士表示，过去从公司出发，到办税服务厅排
队领票，再返回公司，往往要耗费两三个小时。现在只需在电脑前简单
操作，当天发票就送到公司，轻松又方便。

同样享受到便捷的还有陈红梅。“能够拿到这样的营业执照，以后
我们企业办理登记、变更、备案业务只需在网上申请，很是便利。”在
成都天府新区政务中心工商窗口，成都兴九久玖商贸有限公司的陈红梅
领到了一张“特殊的”营业执照——电子营业执照。

陈红梅高兴地竖起大拇指：“以前我们企业更改经营范围，来去至
少跑上 3 个工作日，才能拿到经营范围变更后的营业执照，现在从申请
到拿到营业执照，只花了 5 个小时，而且都是在网上完成的。”

成都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全程网上登记管理系统”目前
已集成了市场主体准入“名称核准、企业登记、发放执照”等三大网上
工商注册登记服务功能，率先在中国西部实现了“所有登记事项、所有
办理环节、所有主体类型”网上申请、网上受理、网上核准、网上公示
的网络全覆盖。更令人期待的是，成都市下一步将解决企业电子档案的
法律效力问题，那时候，全程网上登记将覆盖更广——实现“无纸化”
申请和“零见面”发照，企业只需要在网上点点鼠标就完成了。

“互联网+政务”的推行不仅方便了市民，对于政府工作人员来说，
也更加省时高效了。同以前在办理大厅每天面对无数来访咨询市民情况
相比，“互联网+政务”的推行优化了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提高了办
事效率，减少了出错次数，更避免了因疲惫、烦躁而产生纠纷。与此同
时，政务服务流程的电子化、移动化也节约了不少办公用纸，不但方便
快捷，而且绿色环保。

服务全覆盖，农村安享“互联网+”
家住成都市新津县花桥镇的王女士近日下载了“公交 e 出行”APP。

周六一早，她便兴高采烈地拿着手机来到公交站牌下，没等几分钟，她
要乘坐的公交车就徐徐驶入了站区。

“以前我们农村区域坐公交很不方便，有时候大夏天的等半个多小时
都坐不上车，简直要热到中暑；有时候刚跑到站牌这里，车就开走了，
让人恼火。现在有了这个软件，点点手机就能知道车到哪了，再也不用
大夏天地在站牌底下挨晒啦！”王女士说。

近日，成都市新津县交通局从群众需求入手，优化公交服务，将公
共交通同互联网有机结合，利用网络方便市民生活。据了解，该县公交
服务方面的提升还未止步，下一步将推行网上、微信购买客运票，公交
刷卡系统、公交一元通等举措都在逐步实施之中。

成都“互联网+政务”扩大到农村不仅体现在公共交通事业上，还体
现在利用互联网打造特色镇，帮助推广和销售特色农产品上。

过去，成都彭州市小鱼洞镇的村民常因自己养的鸡、种的笋、编的
草鞋滞销而发愁，因为除了每年的旅游旺季能有游客来零星买走一些之
外，其余时候根本打不开销售渠道，再好的产品也只能落得个“自生自
灭”的下场。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实际情况是，“好酒也怕巷
子深”。通过多次深度调研，小鱼洞镇政府意识到，信息不畅是导致产品
滞销的重要因素。近期，小鱼洞镇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正式开始

承揽业务。土鸡蛋、跑山鸡、棕编鞋、春竹笋、老腊肉……各式各
样的特色农产品纷纷亮相小鱼洞旅游微网站。这样一来，不仅帮助
农民打开销售渠道，推广自己的产品，还能方便消费者选购，使大
家足不出户便能买到自己心仪的特色农产品。

事无巨细，微博有问必答
“我现在没事就爱刷刷微博，上‘@成都服务’看看每天都有

哪些新鲜事。小小一个微博账号，几乎涵盖了方方面面，真是方便
又省事。”成都市民刘先生边刷微博边说道。

以往想要在微博平台咨询、办事、了解资讯，市民往往要先搜
索某地或某部门的官方微博账号、添加关注。涉及的部门数量少还
好，如果涉及的部门数量多，逐个搜索、逐一添加着实是一项“大
工程”，浪费时间不说，效果也不好。

2013年，事情发生了转变。成都市推出“成都市政务微博服务
群众办事大厅”，并同时开通“成都服务”官方账号。该微博已成
为为网民提供办事咨询、举报投诉、建言献策、信息资讯等服务的
网上工作平台。该平台聚合了成都市的所有政务微博，同时联动

“@成都发布”，建立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微博矩阵，逐步
实现成都全市政务微博“一网覆盖”。

“有问必答”，是“@成都服务”对市民的承诺。笔者看到，在
6月 23日的一条微博下面，有人询问“迁户口如何办理”，“@成都
服务”在一个小时内就给出了回复。

有网友投诉某公交司机服务有问题，“@成都服务”立刻“@呼
叫了”“@成都公交”微博。在12小时内，该网友就收到了“@成都
公交”的道歉和调查信息。对于不能立刻给出答案的问题，“@成都
服务”在第一时间回复网友：“您的诉求已经转发到相关部门，请耐
心等待。”待结果出来，再次回复网友。正如其承诺一样，“@成都
服务”对市民的办事咨询和投诉建议，均有问必答，自身无法解决
的也会帮忙提供反映渠道。

当然“@成都服务”也非一副冷冰冰的严肃面孔，网友“丁丁
猫偷油渣”让“@成都服务”猜一猜天气，“@成都服务”幽默地
说：“我猜会下雨，但是好担心猜太准了会不会威胁到气象君”。

“以前特别大的事我们才去政府反映，现在有啥问题都可以直接
在网上问，不用怕人家不搭理，更不用来回跑就能知道结果。”青羊
区刘女士说。

6 月 20 日，在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2016 移动政务峰会”上，
成都市获得 2016 移动政务影响力榜“十佳城市”奖项。人民网舆
情监测室负责人表示，成都及时发布各类权威政务信息，充分利用
新媒体的互动功能，及时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特别是成都发布、
微成都等政务新媒体，不断推出引人关注的新方式、新产品，“充
分显示了成都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敢于创新，大胆探索的勇气和实
力。”

一直关注成都移动政务建设的西南交通大学传播系主任蒋宁平
把成都的创新实践称为“‘移动互联网+媒体+政务’的典范”，

“既促进了政务信息的及时公开，方便广大市民，更有助于提升用
户信任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