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建立!一网通办"好差评制度#

定期对市$区两级!一网通办"工作开展

评估

! 紧跟公众需求热点#查找服务盲

区#快速迭代!一网通办"服务功能

“一网通办”做得好不好，群众说了算。
闵行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月

区里探索试点公安窗口入驻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平时，会通过明查暗访、内
部声像远程监控、服务评价等对窗口民

警办事效率、服务质量、工作规范等履职
情况开展全过程监管。

市卫生健康委表示，今年市各级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将建立考核通报制度，
把“一网通办”工作纳入各部门、各岗位
的年度绩效考核。“通过建立通报制度，
把各业务条线、各区的经验、做法进行共
享，对进度落后的，还要予以通报批评。”

! ! ! !! 实现审批时限平均减少一半% 实

现审批提交材料平均减少一半

! 推进新増的 !"" 个业务流程优

化再造事项落地% 新增实现 !""项个人

事项全市通办

! 实现一批事项!零跑动次数"

“今年将把营业执照审批时间进一
步压缩到 !个工作日。申请企业在取得
营业执照并同步办结就业参保的当天，

即可领取公章和发票，最快 "个工作日
可营业。”昨天的会上，上海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透露。

去年，上海相关部门将企业开办时
间由原先的 "" 天大幅减少至 # 天，今
年，开办企业将实现最快 "个工作日就
可营业———数字一再压缩，这是“一网通
办”的“上海速度”。它成为检验上海营商
环境的试金石，推动上海营商环境实现
整体性、根本性的改善。

上海今年提出了“双减半”“双 !$$”
目标。新增的 !$$个业务流程优化再造
事项即将落地，其中，不乏日益受到百
姓关注的新晋社会热点。例如，“办理既
有多层住宅家装电梯手续”就将由市房
屋管理局牵头，对加装电梯申请初步方
案、规划审批、房屋安全性论证、施工许
可等审批事项和办事手续进行流程优
化再造。

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目标，以能
否做到“减环节、减时间、减材料、减跑
动”为衡量标准，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
命持续推进。

! ! ! !! 重点推进 !""类高频电子证照归

集#推动电子证照在社会化领域中的应用

! 依托!一网通办"总门户#建设电

子印章公共服务平台#实现法人$自然人

通过网上申请$管理电子印章

办事时需要带一沓原件复印件的时
代已经结束。如今，居民身份证、居住证、
驾驶证等 # 类 %&$$ 余万张电子证照已

全量归集制作，纳入电子证照库。在黄浦
区，所有的街道受理中心都已配备电子
扫描枪，市民只需打开手机“随申办市民
云”'((，窗口工作人员扫描亮证二维码，
就可实时获取这些证照信息。

“护照、养犬证等 !" 类证照纳入
"$!)年电子证照目录。现已基本完成护
照、往来港澳台通行证等 %类高频电子证
照的制证工作。”市公安局负责人介绍。

今年，除了线上线下办事使用外，电
子证照的应用范围也将进一步扩展。“我
们将明确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等电子
证照在路面查验、旅馆住宿登记、网吧登
记等执法管理中的应用场景，置顶细化
的操作规范。”
“无纸化”“电子化”已经成为办事新

时尚。例如，市市场监管局上线了无纸化
企业设立登记功能，通过手机 '((完成
身份认证和数字签名，申请和登记机关
审批全过程在线完成，实现“零见面”“零
跑动”。

! ! ! !! 拓展!一网通办"服务事项范围#

聚焦教育$医疗$住房$社保$民政等#与

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领域

! 深化一窗受理和集成服务改革#

逐步实现全市政务服务窗口 !单窗通

办"$事项限时办结

在线上数据通畅的同时，如何让线
下服务变得更贴心、更周到、更有温度？

今年上海提出，继续推进跨部门综

合窗口的设立，形成以综合窗口为主、部
门专业窗口为辅的综合服务模式。
“原本要跑不同的窗口部门，提交的

材料也不同，现在一个窗口就能办完了。”
去年 !"月，原上海技贸宾馆因变更身份
对外经营，需要办理酒类商品零售许可
证、公共卫生许可证、特种行业许可证等
变更手续，涉及商务、卫生、公安等多个部
门。在徐汇区行政服务中心的“零差别”综
合受理窗口，经办人许先生一下子就咨询

到了所有办理信息，在“一网通办”门户上
很快完成了查询、下载及材料预审。

徐汇区府办副主任宋开成介绍，中
心目前有 "$余名综合窗口办事人员，经
过培训后他们已经从“专才”变为“通
才”，窗口收件准确率达 )$*以上，当场
办结事项占所有办件量的 +#*，现场排
队等候时间减少三分之一。

据介绍，目前，浦东新区“单窗通办”
已经覆盖区级和开发区企业服务平台，
所有 %,"个涉企审批和服务事项都可以
在任一窗口办理。像这样的窗口“无差别
全科受理”，今年将在全市逐步实现。

! ! ! !昔日，长三角三省一市受行政区划限
制，政务信息资源“各自为政”。而今，要实现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政务服务“一
网通办”势在必行。

今年上海市推进一网通办工作要点中
提出，要全面对接国家政务平台，加快推进
长三角地区“一网通办”。推进制度创新，在
政务服务跨区域协同办理方面先行先试，上
海向长三角兄弟省市张开了双臂。

长三角间无感!换乘"

“企业营业执照、居民身份证、驾驶证、
结婚证、居住证……”日前，国务院办公厅秘
书局印发《长三角地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试点工作方案》，在长三角首批电子证照应
用清单中，一些常用证件赫然在列。方案提
出，要让群众与企业在长三角地区感受一体
化的无感“换乘”漫游服务：建立统一“入
口”，实现无缝对接。
对此，今年上海也有“大动作”———
将出台长三角地区“一网通办”标准规

范，探索形成统一的业务规范，为设置服务
专窗、统一身份认证等制定“使用说明书”；
推动长三角地区电子证照共享互认和应用，
实现用户跨省身份认证，以及电子证照互认
共享；开设新渠道，建立长三角地区“一网通
办”线上专栏和线下专窗。
相关部门积极响应。市市场监管局将通

过异地用户网上申报、在线实名身份认证和
电子签名、电子版营业执照手机下载等措
施。市公安局将形成长三角公安政务服务
“全域通办”事项目录，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无
差别、均等化服务。
“近期，我们将设置长三角‘一网通办’专

窗，推进长三角地区政务服务线下异地办
理。”静安区行政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如此，足不出“沪”实现长三角相关事务办理，前景可期。

!"#九城市先行先试
《长三角地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试点工作方案》，

为“一网通办”的进程画出了路线图：&月 !$日前，以
-.$科创走廊九城市为试点，首批 %$项企业服务事项
实现“一网通办”；&月至 !"月，进一步扩展到长三角 ".

个城市，另有首批 "$余项个人服务事项实现“一网通
办”；"$"$年底前，推动长三角地区政务服务业务流程
标准化，实现区域统一受理、长三角地区全覆盖，并每季
度更新事项范围。
上海（松江）、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

湖、合肥———这九个城市因为 -.$科创走廊紧紧相连，
率先为长三角地区“一网通办”作出探索。
去年 )月，第一批跨省市异地证照在九城市同步发

放，涉及营业执照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等首批 %$个事
项。去年 !"月，合肥和上海松江间率先实现营业执照跨
省异地打印。
“-.$科创走廊九城市‘一网通办’自开通以来，已

经为企业群众提供信息推送服务超过 ,"$$$次，提供异
地咨询服务超过 "$$$次，提供异地证照办理服务超过
&$$次。”-.$联席办“一网通办”负责人姚缜沁介绍。在
打破行政区划、整合政务资源、提升办事便利度、降低制
度性交易成本等方面，-.$科创走廊九城市作出了积极
探索和有益尝试。

打造政务服务!旗舰店"

长三角“一网通办”将持续推进：打造首个区域政务
服务“一网通办”“旗舰店”；融合长三角地区政务服务移
动端服务；整合三省一市“!"%!#”服务热线资源，建立长
三角地区政务服务统一咨询投诉机制……
而从实践经验来看，跨省“一网通办”仍面临较多困

难。“例如，由于各地发展水平的差异、地方性法规或地
方政策的约束，通办事项的业务标准如何统一。另外，很
多部门的业务内网也阻碍了‘一网通办’向更深层次的
发展。”姚缜沁说。

面对这些难点痛点，&月 !日，长三角政务服务“一
网通办”已经形成专班，三省一市各自选派的业务骨干
和技术尖兵，齐聚上海市大数据中心，集中攻关。
长三角“一网通办”，吹响号角，披荆斩棘，征程已然

开启。 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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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它的注册用户，平时经常会上去看一看。”昨天上午，上海市“一网通办”工作推进
会议举行。会上，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为这款名为“随申办市民云”的APP打起了“广告”。这款
拥有千万用户的超级APP，也是上海探索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重大改革的一个缩影。
“一网通办”由上海率先提出，并于去年3月打响了发令枪。如果说，去年是上海实行政

务服务“一网通办”的创建年，那么今年，就是全市加快推进“一网通办”的攻坚年。
改革进入深水区，今年，上海将推出哪些扎实新举措？群众又能收获哪些新福利？

!一网通办"迈入攻坚年 推出哪些新举措#

申请执照企业最快2天可营业
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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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再造，高效办成一件事速度

综合服务，从“专才”到“通才”温度

电子证照，扩展社会化应用广度

监督考核，建立“好差评”制度力度

! 今年全市将逐步实现窗口!无差别全科受理"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