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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一次不用跑

“现在防控这么严，想办复工复产手续估计很麻烦
吧？”有这样想法的小企业主不在少数，江西宜丰宏鼎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滨就是其中之一。

朋友给他分享了“赣服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黄
滨按要求提交了防控应急预案、复工人员返岗计划等材
料，“没想到3个小时申请就通过了！”黄滨惊喜地说。

“赣服通”，是江西省以支付宝小程序为依托打造的
综合性政务服务平台。在“赣服通”上，企业备案申请
在线提交，申请材料线上流转，审核环节全程记录，“不
见面”即可办完手续。

从前是“最多跑一次”，现在更是“一次不用跑”。黄滨不
禁感慨：“手机上装个‘赣服通’小程序，可是咱江西人的标
配呀。”目前“赣服通”实名用户数已达1730万，各类应用累
计访问5.6亿次，日均活跃用户超50万。

除了把常规业务搬到线上，有些地区的数字政务平
台还建立起“诉求响应机制”，开辟专门渠道收集、处
理、反馈企业面对的新问题。

比如佛山一家科技公司负责人近日就在为企业还贷
日期将至而发愁。“如果按照往年正常复工，还贷是没有问
题的。但疫情发生了，没开工企业没有收入，同时还要支付
工资，年前已经没有多少流动资金，希望可以延期还贷。”

心中急切的他尝试性地在“粤商通”APP上提出诉求，
没想到很快就接到了佛山市金融工作局的电话，对其还款
问题与新贷款的申请途径进行了明确而清晰的指导。“金
融局的人说会帮助我们找到贷款银行，这真是雪中送炭！”

2 月 11 日，广东省中小企业诉求响应平台正式在
“粤商通”APP平台、广东政务服务网上线启动，这位佛
山企业主能渡过难关，正得益于这一平台的建立。“我们
对企业诉求进行了分析，发现用工诉求数量最多，其次
是融资、税务、出口三类诉求。”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
理局副局长高尚省表示，下一步广东将继续扩大诉求响
应部门范围，努力实现“企业有呼、政府有应”。

表面上是政务服务“线上大迁徙”，内里则是为广大
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精准纾困”。近日，为推动解决
疫情期间复工复产难题，国务院办公厅依托全国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火速开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服务
专栏”，为全国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一站式政策查
询和办事服务。

“我国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数量非常巨大，有超过
1 亿市场主体，其中小微企业 2000 多万户，个体工商户
7000多万户。”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
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疫情期间，各部委、各地政府都出
台了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优惠政策，零零总总有很
多，各地还不完全一样。有了这个专栏，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就能第一时间获取政府对他们提供的优惠政策。”

在汪玉凯看来，全国性政务平台意义很明显：企业
不会因为不知晓政策而延误复工复产，政府可以及时掌
握企业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做好问题排序，有关信
息和数据共享给投资企业，为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这
样才能使复工复产有序推进。”

案件诉讼：纷争云上定

“您好！这里是上海嘉定法院，请问您可以参加庭审吗？”
“我是一名医护人员，现在武汉支援抗疫……”
这是上海嘉定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徐芬在 2 月 11 日

下午遇到的突发情况。
“按照原定计划，双方本应在春节以后来我院参加诉

讼。但由于疫情的发生，被告方代理人回了老家，其中
一人是湖北籍，无法按期返沪。原告朱女士作为医护人
员已到达武汉抗疫一线，可能无法按期出庭。在这个特
殊时期，遇到如此特殊的情况，我们决定采取在线视频
方式开庭审理。”

王女士和严女士是本案被告代理人，在了解到原告
支援一线的情况后，她们积极配合法院，分别于湖北和
江苏老家登陆上海移动微法院，完成了线上开庭的初次
测试。第二天上午 9时 30分，一场横跨三地的特殊庭审
在云端展开。

“我是临时接到通知赶赴前线，线上庭审解决了我的
燃眉之急，十分惠民，谢谢大家！”原告朱女士在庭审结
束后表示。“线上庭审系统的开通，使得我们有条件按原
定计划进行庭审。”徐芬说道，“我们一直所追求的更快
更高效的开庭方式，正在成为现实。”

“原告代理人，信号正常吗，能清楚地听到我说话吗？”
“信号正常，可以清楚听到。”
“好，那我们准备开庭。”
整个庭审现场，只有戴着口罩的法官和书记员，而

原告、被告席上空无一人……疫情期间，这样的场景在
全国多地反复出现。虽然疫情给社会生产按下“暂停
键”，但人民法院的工作并未因此耽误，对于人民群众纠
纷的解决并未因此拖延。这背后，是近年来“智慧法
院”建设的高强度投入。

“现在真的太方便了，只需要用智能手机提起立案申
请就行，连门都不用出。”近日，因民间借贷纠纷需要调
解的王某在通过微信“移动微法院”小程序立案成功
后，忍不住发出了感叹。

与传统立案必须现场咨询、现场递交材料、7天审核
等待相比，“移动微法院”实现了远程立案，当事人无需
到现场，既节约了诉讼时间成本，也节约了诉讼经济成
本，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群众少跑路、数据多跑腿。

立案、审判之外，执行环节也可以“云上办”。比如
对被查封房产的拍卖，河南省温县法院便尝试了“司法
拍卖+VR”的新模式。

“原先在淘宝网上拍卖房产都是靠几张图片进行展
示，当事人对房产信息掌握不全面，影响拍卖成交率，
一旦竞买者要求实地看房，还需工作人员带领集中到现
场，浪费大量司法资源，特别在疫情防控期间，还可能
增加感染风险。”温县法院执行局局长杨得坡说，通过
VR展示，竞买者足不出户便能360度对所拍卖房屋详细
查看，及时解决了疫情防控期间竞买人实地看房难的问
题，促进司法网拍质量效率双提升。

社区服务：方便多一“点”

今年 35 岁的陈松伟，是武汉腾青科技有限公司的
CEO。一直想做基层社区治理信息化创新的他，在 2018
年3月上线了“武汉微邻里”小程序，提供“社区议事、
报事”等功能，用户可以快速向社区网格员反馈自己的
需求。但陈松伟也承认，那时产品“一直保持着比较低
频的使用状态”。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谁都没有想到，疫情防控
期间，“武汉微邻里”发挥了巨大作用。“1月份，武汉开
展疫情收集工作，患者以社区为单位进行上报。”陈松伟
说，他们就在小程序原有的社区报事功能基础上，直接
更换报表，形成了“肺炎自查上报”功能。

陈松伟这个让人们多方便一“点”的小改动，恰好
解决了社区疫情防控管理的难题。在大年初一下午5点半
左右，小程序因为突然涌进来170万用户而宕机，他们连
夜加班才让程序重新稳定下来。很快，“武汉微邻里”便
成为社区管理和疫情上报的官方入口。

“我很自豪，小程序真的可以帮到一些人，特别是社
区工作者。”陈松伟说，“武汉微邻里”已积累了近300万
用户，完成了3万多次求助帮扶。“疫情防控期间，大家
的 日 子 都 很 艰 难 ， 但 我 们 武 汉 有 句 话 叫 ‘ 不 服 周

（输） ’，我们会一起坚持到疫情结束的那一天。”
科技对社区治理的赋能，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

处。嗓子嘶哑着的保安、五颜六色的纸质出入证……在

疫情防控初期，不少社区都是这样的场景。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吕女士对这种卡片式出入证始

终心存疑虑。“纸质容易遗失和伪造，存在一定安全隐
患。而且补办程序繁琐，大家挤在狭小的办公区查验身
份证、房产证，也有一定健康风险。”

于是越来越多的社区开始推行电子出入证。小区业
主可通过物业 APP或公众号进行实名认证，生成个人专
属通行二维码，进出小区时由线下门禁工作人员扫码放
行。既便利了居民出行，提升了安全性，也节约了物业
人工成本。

正是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方便”，累积起来就成了
社会治理的“大变革”。就像如今各地已广泛使用的“健康
码”，最初只是阿里巴巴用于内部的员工健康电子卡。随着
疫情蔓延，小区、商场、车站等节点纷纷设卡，人员信息都
要手工填写、人工登记。这时阿里的经验迅速被余杭区政
府捕捉到：如何杜绝“填表抗疫”？疫情防控可否也用数字
化方式进行？就这样，这枚普普通通却又“信息量很大”的
健康码，一步步从一家企业走向全国各地，至今为疫情防
控、复工复产发挥着积极作用。

正如一位媒体人写道：最好的方式不是只停留在把
一个个小区锁起来，而是要接着想办法用科技创造出健
康码这样的新事物，在暂停与重启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

不见面审批、线上开庭、指尖办理，电子政务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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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维正

通过智能柜台机，“不见面”一样办理
业务；登录电子税务局，“非接触”也能办
税缴费；线上提交复工申请，足不出户即
可获知审批结果……“申报网上办，审批
在云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些管
理部门将政务大厅搬上网络平台，相继推
出各项电子政务服务，为人们的生产生活
带来极大便利。

疫情防控期间，电子政务的作用得到
充分凸显。一方面，各地凭借大数据、云
计算等分析手段，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
精确的数据指引，构筑起“精准防控”“智
能防控”的严密防线。另一方面，通过电
子政务服务平台，公众和企业在指尖上就
能享受到高效便捷的服务，解决了生产生
活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实现“数据信息多
跑腿、企业群众少出门”的治理效果。从

这个角度来看，电子政务的大规模应用，
助推各地在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区域管
控与城市正常运行之间找到平衡点，有利
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条
战线齐头并进。

电子政务在疫情期间集中“上线”，也
折射出该领域存在的短板和问题。比如，

“健康码”作为通行的“电子路条”，却遭
遇异地无法互通互认的尴尬，给一些跨省
返岗复工人员带来困扰；一些业务首次上

线，流程设计不流畅，信息填报要求多，
甚至需要事先邮寄资料预约；有的地方政
务 APP 多达几十种，缺乏统一规划和有效
整合，反而给群众办事带来新的麻烦……
种种情况表明，电子政务的“数据壁垒”

“信息烟囱”尚未完全拆除，用户体验不
佳、平台各自为政等问题依然存在。这就
要求我们加快创新步伐、完善体制机制，
打通业务协同、数据共享等方面的堵点，
让电子政务加速发展的同时，变得更加高

效、便民、透明。
以更大视野来看，推进电子政务加速

发展，是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的应有之
义。近些年，随着“放管服”改革向纵深
推进，各地不断创新“互联网+政务服务”
模式，持续简化办事流程、优化办事体
验、提高办事效率。从浙江“最多跑一
次”、江苏“不见面审批”，到上海“一网
通办”、贵州“足不出村，就村办理”，电
子政务在全国各地陆续推开，在取得惠民

便民实效的同时，也不断提升着数字化治
理水平。如今，面对疫情考验，我们既要
将各项电子政务用于眼下的疫情防控与复
工复产，也要用于今后的城市数字化治理
过程中。就此而言，各地不妨以当前电子
政务加速发展为契机，推动数字经济发
展，全面促进治理升级。

此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一次大考。大考既意味着挑战，也蕴
藏着机遇。只要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推进
电子政务加速发展，提升数字化治理能
力，就一定能让城市建设更智慧、让人们
生活更便捷。

电 子 政 务 愈 来 愈 便 捷
姜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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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为做好疫情防控，石家庄市裕华区行政审批局推广“不见面审批”模式。图为2月10日，该区政务服务大厅
工作人员通过电话进行在线指导。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图为2月18日，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利用“云上法庭”智能庭审支撑系统，公开开庭审理案件。
洪 伟摄 （人民视觉）

图为2月18日，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利用“云上法庭”智能庭审支撑系统，公开开庭审理案件。
洪 伟摄 （人民视觉）

图为4月11日，工作人员在武汉中华路街居民小区封控卡点，让出小区的人员扫描健康码。
新华社记者 王毓国摄

疫情防控不松劲，复工复产不能停，既点刹车又踩
油门，如何把握好二者的精微平衡，成为现如今摆在城
市治理者面前的最大考题。而近些年中国大力发展的电
子政务、数字城市建设此时派上了用场：企业手续“不
见面审批”、法律纠纷“线上开庭”、社区服务“指尖办

理”……技术，让曾经的“两难”，逐渐变成了“两全”。
“电影台词说要‘站着还把钱给挣了’，我们的初心

跟这个有点类似，就是一边让人们‘宅’着，一边还能
让社会流动起来。”一位参与电子政务平台开发的程序
员这样对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