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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快讯

上调养老金
“十五连涨”如何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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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加战略储备基金，各级财政

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资金投入逐年增加。

目前，国家已经建立战略储备基金，全国

社保基金已有2万亿元左右战略储备。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企业养老保险的预算

资金达到5285亿元，同比增长9.4%，地

方财政也相应做出了资金安排。

“粤省事”是广东省打造的“指尖办事”利
器，只需刷脸登录平台，就可以一站式网
上办理所有上线民生服务事项，而韶关更
是在全省率先推动了镇村事项上线“粤省
事”。当前，林业、人社、卫健、残联、市场
监管等部门的17项镇村事项作为第一批
上线“粤省事”事项，已于6月底正式完成
上线运行，第二批15个事项上线工作也
正推进中。据了解，在“粤省事”韶关特色
专版，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特点，设置了“民
族服务、养老服务、社会救助、助残关爱、
生活服务”5大类共12个服务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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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着力打造
“三张交通网”

本报讯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

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明确到2035

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形成“三张交通

网”“两个交通圈”。

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综合规划司

司长王志清表示，“三张交通网”即发达

的快速网，主要由高速铁路、高速公路、

民用航空组成，服务品质高、运行速度

快；完善的干线网，主要由普速铁路、普

通国道、航道、油气管道组成，运行效率

高、服务能力强；广泛的基础网，主要由

普通省道、农村公路、支线铁路、支线航

道、通用航空组成，覆盖空间大、通达程

度深、惠及面广。

王志清说，“两个交通圈”是指围绕

国内出行和全球快货物流建立的快速服

务体系。一是“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即

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

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二是“全球

123快货物流圈”，即国内1天送达、周边

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

《纲要》明确，到2020年，完成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交通建设任务和“十

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

各项任务，为交通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

础；到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到本

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

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

（魏玉坤）

800 场高校毕业生
招聘会将举行

本报讯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

启动第七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

生秋季专场活动，各地将举办不少于

800场现场招聘会。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本次活动吸引了全国31个省市区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275个地级以上

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参加，整合了全

国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资源，依托高

校毕业生精准招聘平台，为高校毕业生

求职择业和用人单位招聘人才提供精准

就业服务，活动将持续到11月25日。

这位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主要开

展四项服务：一是举办网络招聘大会，依

托中国国家人才网高校毕业生精准招聘

平台，为用人单位和求职毕业生提供精

准化对接服务；二是在部分高校比较集

中或专业人才特色明显的城市举办综合

性及行业性跨区域巡回招聘会；三是各

参会省份在当地举办频次密集的现场招

聘会；四是配套开展多种形式的政策宣

传、就业创业指导、就业手续办理等服务

活动。

据了解，活动期间，还将在河南、昆

明、西藏、潍坊、沈阳、吉林、重庆、秦皇

岛、合肥、西安、长沙、甘肃、江苏、银川等

19个站点举办51场综合性及行业性跨

区域巡回招聘会，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

心将在13所高校举办系列校园巡回招

聘活动。

活动期间，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

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www.new-

jobs.com.cn）高校毕业生精准招聘平

台，或关注“高校毕业生精准招聘服务”

微信公众号，免费进行职业能力测评和

建立职位胜任力模型，自动获取系统匹

配和推荐的岗位。 （叶昊鸣）
□ 万卓培

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亟须破

解，而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是补短板的重要举措。韶关市作

为粤北生态发展区，在信息化配置

不完善、数字化水平不高、数据标准

不统一、部门业务难以协同联动的

情况下，以便民、便企、便政府为目

标锐意改革，终于打通了全市的数

据系统，改革优化了政务服务流程，

在推进基层减负提效、提升百姓获

得感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韶关市政务服务改革的意义在

于，改变了地方传统的政府治理方

式，推动了高效一体化在线政务服

务的实施，基层工作负担得到减轻，

更重要的是，通过服务事项在全市

范围无差别办理，使少数民族地区、

边远镇村办事与其他地方同享服务

便利性，“数字政府”消灭了服务“最

后一公里”问题，群众和企业都得到

了极大便利。而从改革的联动性来

说，高效、阳光的政务服务优化提升

了营商环境，激发出更多市场活力

和创造力，对人才、资金、投资项目

的进入形成磁吸作用。

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让粤北

山区群众均等获得基本公共服务，

仍旧要攻坚克难。当前韶关的政务

服务改革需要打通更多“信息孤

岛”、持续优化审批流程、延伸民生

服务类别、增加镇村下沉事项、加大

信息化基础设施投入、实施专职人

员服务培训等，使“数字政府”形成

长效机制。

□ 范国清 朱紫晴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加快推

进信息化，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

会”。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作出了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提

出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提

高政府机构的履职能力。国务院要

求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企业

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

次”，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

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审批服务

便民化和建设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

平台等工作。

2017年12月，广东省率先在全

国部署“数字政府”改革建设，作为

为基层减负便民工作试点的韶关

市，通过业务全市通办、推行政策兑

现一窗办理、将证明变成服务事项、

统一身份登录、推行电子证照印章

试点等创新性改革措施，实现了全

省政务服务改革“四个率先”——率

先实现镇村事项全市无差别办理、

率先推动镇村事项上线“粤省事”、

率先部署使用政务服务一体机、率

先梳理规范基层证明事项，将便民、

便企、便政府统一起来，成为基层数

字政府改革的先行者。

系统性改革
先行先试打通层级壁垒

“数字政府”是对传统政务信息

化模式的改革，旨在全面提升政府在

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公共

服务、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履职能力。

广东早在2017年就推出了系列配套

措施，但政务服务建设分散化、碎片

化等问题严重，部门各自为政、信息

孤岛等十分突出，作为粤北山区的韶

关市，突破障碍开启这一系统性的改

革，犹如一场“大手术”。

2019年年初，韶关市实施完成政

府机构改革，组建市、县政务服务数据

管理局，负责政务服务管理、“互联网+

政务服务”、政务数据管理、公共资源交

易管理等工作，随之，“数字政府”建设

和政务服务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

“深化改革，推进数字政府的建

设，首先是自身要勇于改革，改变旧

的观念、旧的办事习惯。”韶关市委常

委、副市长、东莞韶关对口帮扶指挥

部总指挥万卓培表示，政务服务改革

就是要推动政府部门的管理向服务

转变，由单个部门办理向多部门协同

转变，由封闭向开放阳光转变，要有

“伤筋动骨”的准备。

韶关市把政务服务改革作为“一

把手”工程，由市主要领导负责召集

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行政服务中心

科长以上的中层干部，平均两周召开

一次现场会，一起有针对性地解决难

点，哪个职能部门有困难，就去哪个

部门协调解决，哪项服务事项入网有

问题，就组织职能部门和技术人员论

证解决。经过统筹推进，今年以来相

继推进市人社局、市公安局、市科技

局等6个单位204项事项进驻韶关

市政务服务大厅。目前，市行政服务

大厅已进驻32个单位1770项依申

请办理事项，进驻率超过95%。

深化改革，试点先行。

韶关市选择了中央苏区南雄市和

少数民族地区乳源瑶族自治县作为政

务服务改革的试点。其中，乳源瑶族

自治县率先打破区域限制，推进“一次

办、马上办”政务服务，建成县、镇、村

（社区）三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县直

机关24个部门178个审批服务事项已

经做到“马上办好、立等可取”，22个部

门291个审批服务事项已经做到“马

上受理、大幅压缩办理时限”。经县、

镇、村各级部门的共同努力，2019年

全县实体办事大厅共计办理事项5.1

万余宗。其中，县级平台业务量近4.3

万宗，镇、村（社区）平台业务量0.83

万，办结率均为100%。根据少数民族

地区特点，还在政务服务平台设立民

族特色专区，办理少数民族服务、中考

加分等特色政策事项。

在乳源县游溪镇大寮坑村，村民

赵天福高兴地说：“原来村民有个事

要跑到镇上、县里去办，路远排队不

说，要是材料不全得跑好几趟，很是

麻烦。现在方便了，在村里就可以把

想办的事给办了，而且办起来方便。”

经过在南雄和乳源的试点，政府

行政效率更加高效，老百姓享受到了

改革的红利。接下来韶关将在全市

各地推广南雄和乳源的做法。

数字化转型
政务服务事项线上办理

打破区域、打破空间的局限，让

人民群众可以就近办、方便办，不出

镇，不出村，甚至不出门就可以把事

办好，在这场便民化的政务服务改革

中，韶关市全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将

事项推向“云端”，将服务延伸至家门

口，多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各地各部门业务事项多而杂，而

且相互交叉。”韶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

理局负责人说，如何将各事项进行梳理

统一对接到政务服务平台，既需要冲破

很多阻力，也需要有创新的方式。

在民政、人社、卫生等多个部门的

参与下，韶关统一规范了全市镇村高

频政务服务事项目录，包括事项名称、

依据、材料清单、材料样本和范例、办

理流程、办理时限等要素，并通过全省

“十统一”系统加以固化，实现了全市

镇村级服务事项统一、规范、标准，先

后完成第一批和第二批200项镇村事

项标准化工作，实现了全市105个镇

街、1426个村居同一事项无差别受

理，同标准审批。当前，第三批公安高

频事项也已经完成目录梳理。

“粤省事”是广东省打造的“指尖

办事”利器，只需刷脸登录平台，就可

以一站式网上办理所有上线民生服

务事项，而韶关更是在全省率先推动

了镇村事项上线“粤省事”。当前，林

业、人社、卫健、残联、市场监管等部

门的17项镇村事项作为第一批上线

“粤省事”事项，已于6月底正式完成

上线运行，第二批15个事项上线工

作也正推进中。据了解，在“粤省事”

韶关特色专版，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特

点，设置了“民族服务、养老服务、社

会救助、助残关爱、生活服务”5大类

共12个服务入口，提供近30个细分

服务事项，群众日常办理的高频事项

都可以在线上一并办理。

韶关市还是全省首个部署使用

政务服务一体机的地市，目前已经在

市行政服务中心大厅和乳源瑶族自

治县、镇、村三级都部署了政务服务

一体机，公安、司法、人社、自然资源、

民宗、残联、税务等部门66项服务皆

可办理。同步还在一体机入驻了一

批高频民族特色事项，一机通办、立

等可取、一次办成。

建设标准化的政务服务事项，让政

府职能向数字化转型，韶关市以此为抓

手，推行“全市通办”服务模式，在广东

政务服务网设立“全市通办”专栏，已梳

理市级126个事项为第一批全市通办

事项，实现30个事项跨镇跨村办理。

纳入全市通办事项可任意选择各级服

务窗口申请办理，一个点可以办理各个

层级事项，构建四级政务服务联动平

台，实现就近能办、异地可办，对于外出

人员来说，避免了来回跑。

信息化建设
软硬兼施延伸服务网络

推进数字政府的改革建设，既要

注重信息基础设施的“硬支撑”，又要

推动信息技术的应用，提升专业服务

的“软实力”。

今年以来，韶关市完成了市县两

级政务数据管理局的组建，将政务服

务网点覆盖市、县、镇，并在村委会设

置综合服务点或服务窗口，完成了1

个市行政服务中心、10个县行政服

务办事大厅、105 个镇办事中心、

1426个村级服务点的全覆盖格局。

同步由各市县区组织安排对县镇村

综合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开展专项业

务培训，如今在一线窗口服务的专业

人员超过1800人，使政务服务网络

能够延伸到基层末梢，让改革的红利

获得最大程度的释放。

为了推进信息资源的高效循环利

用，韶关市按照广东全省“一片云”“一

张网”的格局，狠抓政务云平台建设，

以集约化模式统筹推进云网基础设施

建设，已经建成了全市统一的电子政

务外网、统一的数字政务云平台、统一

政务信息资源交换共享体系。

如今，韶关市通过建成上连省，

下连县、镇、村，畅通省市县镇村五级

电子政务网络体系，形成了全市电子

政务体系“一张网”，为各地各部门政

务信息系统运行提供基本的网络保

障。目前，103个市级部门、935个县

（市、区）直属单位和全市所有镇

（街）、村（居）已接入电子政务外网。

建成了欠发达地区政务云平台和自

建政务云平台“两朵云”，迁移上云的

网站（系统）超过150个，并将分步开

展现有云平台整合，实现资源统一纳

管、资源共享和信息互通，构建全市

统一的“数字政府”政务云平台。

为推动公共数据资源统一汇聚

和依法有序开放，韶关积极构建政务

信息资源交换共享体系，推动市政务

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完成市直

1365个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的梳理编

制和注册发布，形成了全市统一的资

源目录清单；实现了与公共信用平

台、社会保险管理系统、中小微企业

融资平台、智慧警务平台等数据应用

平台的对接，累计向公共信用平台、

中小微企业融资平台、智慧警务平台

等推送政务数据7300多万条。

韶关通过还统筹建设应用全市性

政务信息系统，首次将OA系统实现市

县镇三级通用，全市1300多个单位实现

内部公文流转、协同办文、公文交换等，

电子公文已基本替代纸质发文；统筹市

县镇村四级实体大厅窗口统一使用“一

门式一网式”信息系统登记收件。目

前，实现市级系统办理业务144,346宗，

县级85,781宗；统筹“12345”政府服务

热线平台建设与应用。

“数字政府”助服务下沉
——广东省韶关市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实践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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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政务服务改革向基层延伸

韶关市委常委、副市长万卓培（左二）现场了解“一门一网式”政务服务改革情况。（韶关市行政服务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