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何欣荣 胡洁菲

累计使用次数超12亿次、累

计使用人数超3400万人……今

年2月份正式上线以来，上海市

大数据中心开发的本地版健康码

“随申码”逐步融入市民生活。“随

申码”所依托的上海“一网通办”

系统，也即将迎来总门户上线两

周年，其提供的“网购式”政务服

务已成为超大型城市精细化治理

的闪亮名片。

诞生：高新园区里的
“高辛”团队

9月30日，今年国庆假期前

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晚上10点，

位于上海市北高新园区的一家软

件公司程序员小张趴在窗台上一

眼望去，“不出所料，大数据中心

7楼依然灯火通明，跟我们互联

网公司的工作节奏不相上下，大

家都是‘高辛’团队。”

其实，从今年2月中旬开始，这

样的工作已成为常态。上海市大数

据中心数据资源部部长储昭武

介绍，在接到“随申码”开发任务

后，全体员工迅速投入抗疫第一

线，“与时间赛跑”，在很短时间

内完成架构设计、近亿条原始数

据清洗比对，以及2000多万个

“随申码”的颜色“计算”工作。这

样的开发速度，不输一些互联网

“大厂”。

2月17日，“随申码”在“随申

办”客户端、微信及支付宝小程序

同步推出。截至9月中旬，累计

用码 12亿多次，累计用码人数

3400万多人。

“随申码”的推出，还与长三

角的一体化防控形成了有力呼

应。早上在江苏、下午在浙江、

晚上回上海继续召开专题攻坚

会，这是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应用

开发部工程师贝文馨的行动轨

迹。“长三角健康码互认涉及多

个部门，协调起来难度很大，但

我们都觉得十分必要。”

目前，长三角区域的健康码已

累计交换数据量4075万条，日均

交换21万条，为三省一市的健康

码共享互认奠定了数据基础。

进化：看病乘车都能刷

诞 生 于 非 常 时 期 的“ 随

申 码 ”，从 未 停 止 自 己 的 进

化步伐。

适用群体不断扩大：3月1日，

可以支持港澳台人士、外籍人士

获取“随申码”，目前已有相关用

户逾23万人；3月15日，上线“随

申码”企业版，目前已有3700多

家机构和企业申请；4月3日，“亲

属随申码”推出，给学校复课带来

极大便利……

使用范围不断扩展：近日，

在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38

岁的上海市民芦女士用“随申

码”实现了挂号就医。“这是我

第三次在医院使用‘随申码’，

用起来很顺手，再也不用担心忘

带或丢失医保卡。如果带孩子

看病，凭借‘亲属随申码’也能

就医。”

看病时当医保卡、乘公交

时当公交卡、去游泳时当“健康

证”……如今，依托“一网通办”

和大数据赋能，“随申码”已经

渗透到居民衣食住行的方方面

面，在多个领域创新公共服务

方式。

上海市大数据中心主任

朱宗尧说，目前“随申码”每

秒最高可支持 8000 人同时访

问。“留了很高的访问余量，

之后可以支持更多新的便民

应用。”

根据规划，未来“随申码”还

有更多应用空间：在社会治理领

域，上海探索将“随申码”应用到

小区管理、治安管理、人口普查

等；在交通城建领域，对有条件

的停车场试点“随申码”停车付

费……上海万达信息副总裁王

兆进说，随着大量的生活场景能

用上“随申码”，“一码通城”加速

走进现实。

攻坚：从“能办”到
“好办”到“愿办”

“让企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

像‘网购’一样方便”，2018年，诞

生不久的上海政务服务“一网通

办”提出了这样的目标。两年下

来，从“能办”到“好办”，从“好办”

到“愿办”，“一网通办”正在持续

攻坚提升。

扫一扫码，就能调用各种信

息，这背后是“随申码”与电子证

照库的融合贯通。上海市大数据

中心应用开发部副部长陈祺介

绍，截至今年9月底，上海市大数

据中心已新增777类电子证照的

归集工作，归集总量超过1亿张，

调用总量超过2亿次。调用量排

在前列的电子证照包括“机动车

驾驶证”“居民身份证”和“机动车

行驶证”等。

线上的便捷操作，往往需要

持续的迭代更新。“几个月前，家

人因为一个小小的技术漏洞，不

能通过‘随申办’亮出电子证照，

就讲‘一网通办’不行，这对我触

动非常大。”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工

作人员刘辰昀说，很多项目组成

员，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一网通

办”的金字招牌。

上海市委、市政府表示，政

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

“一网统管”，这“两张网”的最终

落脚点是“用”。上海要坚持法

治引领，加强制度供给，让“两张

网”在安全轨道上更有力地牵引

城市治理现代化、支撑城市数字

化转型。

今年7月以来，唐都花
园社区已开“阳光议事
会”17次，解决了消防
通道被占用、居民停车
难等实际问题。

累计使用次数超12亿
次、累计使用人数超
3400万人……今年2月
份正式上线以来，上海
市大数据中心开发的
本地版健康码“随申
码”逐步融入市民生
活。“随申码”所依托的
上海“一网通办”系统，
也即将迎来总门户上
线两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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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快讯

□ 陈 晨 李 华

“这次咱们小区准备聘请专

业的物业公司，刚才大伙儿都说

是好事。但怎么办好，请再议一

议。”社区党委书记魏重阳说。

这是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环西

街道玉祥门社区一座老家属院

里的“板凳会”。

“过去咱小区，楼道的灯

不亮、家里的水管坏了都找物

业办。可物业办人少忙不过

来，最后还得居民自己想办

法。请物业公司大家赞成。”退

休职工李希莉说，“可物业费怎

么收？要是涨一大截，咱可受

不了。”

58岁的居民张延娥说：“过

去，咱的物业费从来不公示，是

本糊涂账。物业费涨了，以后怎

么用？”

会议室里顿时议论纷纷，

小区物业办主任杨光明有些委

屈：“考虑到咱是个老旧小区，

物业费多少年都没涨过。这几

年连请保洁员、交垃圾清运费

都不够，还得到处想办法筹钱，

也就没顾上要公开。但这事，

是我不对！”

此话一出，会场安静下来。

“既然大家有意见，以后一定会

公开。费用怎么涨，也会充分调

研，保证不高于周边小区，请大

家放心。”杨光明说。

老党员柳瑞说：“物业办也

有难处，以前大伙儿不知道。这

次把话说开了，误解不就变成理

解了。”

大家你言我语，气氛渐渐

热络，聘请物业公司的议题得

到“全票通过”。一个多小时的

“板凳会”下来，前来参会的环

西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高帜的笔

记本上记了满满一页。西安市

是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试点城市之一。作为西安主

城区之一，莲湖区探索“板凳

会”“院落会”“阳光议事会”等

方式，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社会

治理的积极性。大家的事大家

商量，一起说问题、出主意、想

办法。

在环西街道，这样的社区“板

凳会”已开了上千场。小到邻里纠

纷，大到环境改造，群众有了难

事、烦心事，都可以拿到“板凳会”

上议一议。每次“板凳会”召开前，

社区干部会提前搜集议题、张榜

公示。

莲湖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

记卢光武说，过去社区的事大多

只是社区干部在忙，多数群众没

有参与感。现在有事大家商量，

开会时无论谁路过，搬个板凳就

能加入进来，群众参与社会治理

的主人翁意识大大增强。

“板凳会”形式灵活、议题多

元，欢迎吐槽，更欢迎建设性的

意见。在“板凳会”上收集群众

的意见建议，也成为基层干部的

工作常态。“根据议题，我们会请

职能部门来参会，现场办公。”

高帜说，过去是干部等着群众来

反映问题，现在是干部上门服

务，在群众家门口解决问题。

走进莲湖区枣园街道唐都

花园社区的“阳光议事厅”，暖色

调的沙发、温馨的茶具让人心生

暖意。“坐在沙发上，喝一杯清

茶，像拉家常一样，大家就能没

有压力地表达诉求。”社区党支

部书记姚美珍说。

新华社记者前不久在这

里 观 摩 了 一 场“ 阳 光 议 事

会”。街道干部、物业公司经

理和居民代表围坐一堂。议

的事不大，但大家意见不少：

有居民把自家的花盆摆在小

区墙根下，一到下雨就生蚊

虫，是搬走还是继续养？

群众说事、干部理事、多

方议事、部门办事……群众身

边的一桩桩烦心事，在“阳光

议事会”上得到解决。今年7月

以来，莲湖区唐都花园社区已

开“阳光议事会”17次，解决了

消防通道被占用、居民停车难

等实际问题。

“群众畅所欲言，有力出

力。”姚美珍说，社区没什么大

事，但群众的事没有小事。通过

一次次“阳光议事会”，形成了人

人关心、人人参与社区“微治理”

的局面。据介绍，为提升“板凳

会”的参与度，西安莲湖区还将

探索“夜间会”“网络板凳会”等

形式，让更多年轻人参与到基层

治理之中。

本报讯 每 年 10

月 31 日是“世界城市

日”。来自住房和城乡

建 设 部 的 消 息 称 ，

2020 年世界城市日将

聚焦“提升社区和城

市品质”主题。今年

中国主场活动将于 10

月底在福建省福州市

举办。

“世界城市日”是联

合国设立的首个以城市

为主题的国际日，也是

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推动

设立的首个国际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计划财务与外事司司长

胡子健介绍，2020年世

界城市日中国主场（福

州）活动将围绕年度主

题，重点交流和展示世

界各地在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和《新城市议程》，推

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改

善人居环境方面的政

策、经验和做法。

2020 年世界城市

日中国主场活动由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福建省

人民政府和联合国人居

署共同主办，活动将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举办，包括开幕式、

《福州倡议》宣读仪式、

《上海手册·2020 年度

报告》首发仪式、主题演

讲、城市发展案例展及

相关配套活动等。

（王优玲）

本报讯 上海市杨

浦区和浙江省台州市近

日启动政务服务“跨省

通办”，两地政务服务专

窗双向互通，涵盖个人

户口迁入迁出、社保医

保登记、个体工商户登

记等高频事项，以进一

步释放便民服务潜能、

优化两地营商环境。

据了解，在长三角

地区政务服务“一网通

办”服务事项基础上，上

海杨浦与浙江台州此次

进一步推出了新一批政

务服务“跨省通办”事项

清单，涵盖6大领域、22

个事项，主要涉及个人

户口迁入迁出，社保医

保登记、转移和查询，个

体工商户登记、变更和

注销，食品经营许可新

办及新生儿出生“一件

事”等高频事项。

推进与企业发展、

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高

频事项“跨省通办”，是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

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

措。有了“跨省通办”，

两地群众办事不用“跨

省跑”，不但省下时间和

路费，还获得了很大的

方便。现居上海的一位

人士申请继承其曾定居

台州市天台县的父亲所

留的遗产，原需上海杨

浦区公证处工作人员前

往天台县档案局等调取

相关证明材料，往返耗

时耗力耗费。如今，通

过上海杨浦区与浙江台

州市、天台县公证等部

门互认互助、协同办理

的方式，大大缩短了时

限，提升了效率，节约了

人力物力。

（李 荣）

本报讯 新华社记

者从河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了解到，河北省

将继续完善城市绿道绿

廊规划和技术标准，推

进绿道绿廊建设。截至

目前，河北省城市绿道

绿廊总长度已达 3000

公里以上。

河北省唐山市的“超

级绿道”试运行以后，成

为市民“打卡”地。这条

绿道总长10.5 公里，显

著特点是有5.2公里架空

铺设，跨越市区内多条道

路，串联起多个公园，集

绿化、交通、观光、休闲、

健身等功能于一体，是河

北城市绿道绿廊家族中

的“新星”。

家住石家庄市太平

河边的刘兰娟组建了一

个小区健身微信群，群友

健身的主场所是太平河

绿道。“我62岁了，主要

是来散步，每天能走

5000多步。老伴儿喜欢

骑自行车，他从家里直接

骑着车过来。”刘兰娟说，

这里环境好、空气好，看

着路边的绿树红花、清水

荡漾，心情很舒畅。

据介绍，石家庄市

沿城区北部的太平河、

滹沱河建设了全长59.6

公里的城市绿道，为市

民打造优质的观光、休

闲、健身空间。绿道两

侧植物种植结合河流驳

岸，采用近自然手法，打

造出层次分明、色彩丰

富的优美景观。

河北省城市园林绿

化服务中心副主任岳晓

表示，下一步，河北省将

结合道路绿化、水系整

治、生态修复、公园建设、

山体绿化、环城绿化带等

推进绿道绿廊建设，将城

市公园、绿地有机连接，

形成串联成网的绿色游

憩空间和健身休闲慢行

系统。

（王 昆）

2020 年世界城市日聚焦
“提升社区和城市品质”主题

上海杨浦与浙江台州
启动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河北绿道绿廊改善生态环境
拓展城市功能空间

难 事 烦 事 商 量 着 办

一个码 数百证照 千万人口
上海“随申码”走向“一码通城”，其提供的“网购式”政务服务已成为

超大型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闪亮名片

陕西西安莲湖区探索“板凳会”“院落会”“阳光议事会”等方式，

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活动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

涵盖个人户口迁入迁出、社保医保

登记、个体工商户登记等高频事项

总长度已达3000公里以上

天津：“战疫”新人
举行集体婚礼
近日，天津市西青区为9

对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延

误婚期的新人举办集体婚

礼。图为在西青区融媒体中

心，一对新人在集体婚礼后

留影。

新华社记者 李 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