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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年这五年，，““一网通办一网通办””从理想正在成为现实从理想正在成为现实
■新华社记者 郝 菁

从“只进一扇门”到“一次
不用跑”，从“不见面审批”到

“免申即享”，从“立等可取”到
“秒批秒办”，从“一窗通办”到
“一网通办”……

2018年，国务院印发《关
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
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
五年来，这份文件指引着全国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持续提升
服务水平，“网上办”“掌上办”

“一次办”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倍
感暖心，在线政务服务开始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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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线下编织全国“一张网”

打开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就能看到各地各部门在“互联
网+政务服务”方面探索的成
果，电子社保卡、医保电子凭
证、跨省异地就医备案、住房公
积金异地转移接续……这些高
频服务事项基本实现了“全程
网办”“跨省通办”。

2018年4月，国家政务服
务平台（一期）工程正式启动。
作为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的总枢纽，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充分发挥公共入口、公共通道、
公共支撑作用，联通了31个省
（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46个国务院部门的政务服务
平台，推动各类政务服务事项
在这里“应接尽接”，形成了全
国政务服务“一张网”。

不论是各地政务服务大厅
的窗口、街道办事处的办事一
体机，还是乡村便民服务站的
一台电脑、代办员手中的手机，
这些设备连接的正是这“一张
网”，是四通八达的全国一体化
政务服务体系。从城市到乡
村，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正

随着城乡共享“一张网”变为
“零距离”。

细看这“一张网”，“随申
办”“浙里办”“粤省事”“渝快
办”“苏服办”……各有特色的
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移动端依托
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不断
创新，不断优化办事体验，不断
提升网办率与网办深度。大家
共同编织这“一张网”，推动中
国特色一体化政务服务发展格
局基本形成。

近日发布的《2022联合国
电子政务调查报告（中文版）》
显示，我国电子政务排名在
193个联合国会员国中从2012
年的78位上升到2022年的43
位，是自报告发布以来的最高
水平，也是全球增幅最高的国
家之一，评估指标中“在线服
务”指数排名居全球领先水平。

在国家电子政务专家委员
会主任王钦敏看来，以国家政
务服务平台为总枢纽的全国一
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初步建成并
发挥作用，有力推动了泛在可
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数字
化服务体系建设，有效补齐政
务服务区域发展不均、基层服
务能力不足等短板，实现政务
服务从“线下8小时”到“线上
全天候”的跨越。一大批高频
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
办”，在方便企业和群众异地办
事、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服务事项网上办已
成为政务服务的重要方式，有
效解决了企业和群众办事难、
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

“一网通办”让便民利企
落到实处

2022年 11月 23日，北京
市石景山区消防救援支队在区
政务服务中心向北京盛云祈燃
餐饮有限公司发出了全市首张
电子版“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

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意见
书”。之前企业提交材料和领
取证照需要来回跑两趟，现在
通过网上申报，最快3天即可
收到电子证照。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
市，群众去政务服务大厅办事
来回路程可能要上百公里，现
在有了“一件事容缺＋免跑腿
信封”服务，鄂托克旗的商户
敖日格乐在材料没带全的情
况下，在大厅只花了20分钟就
拿到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
可证也能邮寄到家，不用再跑
路了。

面向不同办事需求和办事
群体，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通过技术升级实现智能推
荐，推动弥合“数字鸿沟”，让电
子证照可随时亮证，方便企业
和群众办事。

网民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留言说，现在很多事不带证就
能办了，在线服务越来越好用
了，手指点一点就办好了。

是什么让服务好用、事情
好办了？“统一身份认证、统一
证照服务、统一事项服务、统一
政务服务投诉建议、统一好差
评、统一用户服务、统一搜索服
务”，正是这“七个统一”撑起了

“好用”，也是政务服务实现“全
程网办”的重要基础，对政务服
务事项一库汇聚、标准统一、流
程再造、电子证照应用、用户注
册认证等提供了有力支撑，企
业和群众办事实现材料免提
交，不用反复注册，提升了办事
效率。

截至目前，全国一体化政
务服务平台实名用户超过10
亿人，其中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注册用户超过7.8亿人。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电子政务研究中心主任、国家
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
益民认为，全国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

基础性引领工程，在提升人民
群众获得感、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全国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从能用向着好
用不断转变，企业和群众办事
逐步实现“进一张网、办一揽子
事”，便利化水平大大提升，为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
供了有力支撑。

大数据“活水”
浇灌政务服务“井田”

历经多年发展，数字政府
建设的追梦人们逐步将“互联
网+政务服务”这片沃土耕耘到

“井然有序”，如何让这片土地持
续生机盎然、硕果累累？依托全
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动政
务数据有序共享是关键。

这几年，上海的综合数据
库建起来了，安徽的政务服务
大厅上线了数据“核验助手”，
重庆的公共数据资源管理平台
联通了全市，广东省正在实现
数据目录一体化……

各地各部门在政务数据共
享和平台建设方面的探索和
创新，对改进政务服务、优化
营商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有力支撑了企业群众在
线办事“少填少报”和电子证照
免提交。

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
平台共享支撑能力，各地各部
门政务数据共享水平显著提
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了
对各地各部门政务服务数据共
享需求的统一受理和服务。

在疫情防控方面，全国一
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成为疫情防
控数据共享的枢纽和主要通
道，经受住了“数字抗疫”的压
力测试，为疫情精准防控、推进
复工复产、服务中小微企业提
供了有力保障。

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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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移动端建设指南》《全
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
指南》等一系列文件印发，顶层
设计更为完善，“任务书”“施工
图”更为清晰，“互联网+政务服
务”体系加快形成职责明确、纵
向联动、横向协同、共同推进的
数字政府建设和管理格局。

王益民认为，深化“互联
网+政务服务”，是一项关系政
府职能重塑、释放改革红利、切
实便民利企的重要改革，一体
化政务服务能力的显著提升已
经成为我国现阶段数字政府建
设的典型特征。

“政务服务掌上办、网上
办、一次办”，这是全国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的目标，也是对
全民办事的一句承诺。

未来，各地各部门将持续
强化泛在可及的一体化建设思
路，持续推动智慧便捷的服务
模式创新，持续提升公平普惠
的服务水平，以民生“小切口”
撬动政务服务“大变革”，促进
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

“愿办”转型升级，推动数字政
府建设开创新局面。

雄安再迎一批企业“落户”
承接疏解起势良好

2022年12月28日，作为

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

能疏解的首个综合产业载

体，雄安商务服务中心迎来

首批企业入驻。图为雄安商

务服务中心首批企业入驻开

业暨雄安索菲特酒店揭幕仪

式活动现场。

中新社记者 韩 冰摄

新一批国家服务业扩大
开放综合试点示范最佳
实践案例公布推广

据新华社电 （记者谢希
瑶）商务部近日印发《国家服
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最
佳实践案例》，系统反映试点示
范省市在相关工作领域的好经
验好做法，向全国推广知识产
权服务、公共服务数字化等8
个综合类案例，为各地统筹推
进服务业的开放创新、加快发
展现代服务业提供借鉴。

据了解，此次印发的8个
最佳实践案例按照“一业一例”
的思路，以产业链构成和行业
发展趋势为主线，对试点示范
省市的60余项创新成果进行
了全面梳理和集成提炼，有助
于为相关行业的开放发展提供
系统性、综合性解决方案。

产业综合类案例包括“突
破堵点贯通知识产权服务业产
业链体系”“聚焦关键环节探索
创新 促进医疗产业高质量发
展”“推动融资租赁创新发展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多点
推动现代物流业创新发展”；特
色探索类案例包括“探索数字
化手段在公共管理服务中的多
场景应用”“完善配套服务支持
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优
化服务体系提升跨境贸易便利
化水平”“强化人才保障优化营
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