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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在全省率先建设“0证明城市支撑平
台”，该平台依托政务云和政务网络，主要包含
群众办事服务系统、证明共享系统等8个系
统，以及证明事项信息库等3个数据库，融合
了市民医疗、养老等各种民生事项，加快实现
各部门间的信息互联互通，变“群众跑腿”为
“数据跑腿”。

诚信快讯

诚信杂谈

6版

网贷诈骗的全程操作均在虚拟空间完成，

当其得手后会立即销毁网上网下证据，使得打

击难度较大。警方提醒，警惕各类免费、全返的

陷阱，订立契约合同时，绝不轻信口头承诺，要

认真看清条款，同时要谨慎使用个人信用进行

贷款，不要轻易透支将来。

网贷诈骗新招频出
轻信或陷“信贷旋涡”

一些特殊群体，包括偏
远地区的农民、残疾
人、老年人等，存在征
信记录较少甚至是空
白的情况，无法得到相
应的普惠金融服务，这
部分群体的金融服务
需求不容忽视。

“减证”促“简政”“零证明”让承诺更便利
为进一步优化企业营商环境、简化群众办事流程，四川泸州市不断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机制，

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事前信用承诺管理机制，助力打造“0证明城市”

□ 本报记者 吴 限

“我和老伴儿结婚时只有一张

‘纸飞飞’，没保存好，找不到了，现

在我们因为办房产过户需要补办结

婚证。”9月18日，57岁的郭女士和

老伴儿、儿子来到四川泸州市江阳

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向工作人员

说明来意。

“若是以前，我们还需要到其他

部门开具身份信息变更证明才行。”

郭女士说道，现在只需拿着身份证，

按规定在江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窗

口填写一份个人信息表，接下来就

由民政局转交公安机关核实信息，

“这对于我们来说真是太方便啦！”

郭女士能够如此方便，这得益于泸

州率先在四川省建设“0证明城市

支撑平台”，打造“0证明城市”。

一纸承诺取代多个
“红头文件”

“过去，要补领结婚证，居民身

份信息变更证明、婚姻登记档案遗

失证明、婚姻关系证明等，一个也不

能少；派出所、档案局、乡镇街道，挨

个要跑一遍。现在因为有政策的支

持，就方便多了，带上身份证和照

片，填写好《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

明书》《婚姻登记个人信用风险告知

书》就可以，剩下的工作就由我们来

完成了。”泸州市江阳区民政局婚姻

登记处主任李莉对记者介绍说。

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个人信

用风险告知书》内详细列出用伪证、

作虚假声明等被禁止行为，并写明

这些不诚信行为将承担的信用惩戒

和各类法律责任。“申请人书面进行

承诺后，就可以认为其符合办理条

件，行政机关不再索要证明。”李莉

补充说。

为实现“减证便民”，优化营商

环境，根据中央、省、市关于全面深

化“放管服”改革决策部署，泸州市

围绕“最多跑一次”改革，创新“数据

跑腿”工作模式。2019年 9月 20

日，泸州全面启动“0证明城市”创

建工作，并在随后印发《泸州市创建

“0证明城市”实施方案》，确定了泸

州创建“0证明城市”的具体目标和

做法，明确市、区县、乡镇（街道）、村

（社区）实施的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

事项在2019年12月底前全面取消

法无规定索要的证明材料，保留证

明事项为“0”，实现“一证通办”。

“一证通办”，即以一张身份证

或者社会统一信用代码作为唯一认

证标识，实现一个数据用到底，业务

流程减材料、减环节、减时间，大幅

免除纸质材料的收取和部门间繁琐

证明的开具过程。通过证明材料部

门间共享或协查，实现群众办事0

证明，马上办，就近办，网上办。

不仅是在民政窗口，近日刘女

士来到泸州人社窗口办理丧抚待遇

事项时，不到1个小时就办理好了

自己的业务，整个办理过程，她只用

到一张身份证，再无出示其他证明

材料，只需在线签署承诺书就办理

完成，这令她很意外。“一张身份证

就能办好，证明材料都不需要再提

供了，真的省事方便。”过去至少跑

3个部门才能办理的业务，如今一

个窗口就轻松搞定。

一系列务实高效的举措，极大

地方便了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

在泸州逐渐成为现实。截至2019

年底，泸州市、区县两级共清理证明

事项6900余项，正在逐步实现行政

审批和公共服务全域“0证明”。

“群众跑”变为“数据
跑”“部门跑”

泸州市在全省率先建设“0证

明城市支撑平台”，该平台依托政务

云和政务网络，主要包含群众办事

服务系统、证明共享系统等8个系

统，以及证明事项信息库等3个数

据库，融合了市民医疗、养老等各种

民生事项，加快实现各部门间的信

息互联互通，变“群众跑腿”为“数据

跑腿”。

“0证明城市支撑平台”与传统

办事流程相比，能大量减少群众在政

务服务过程中提取证明材料所需的

时间。以办理丧抚待遇事项为例，过

去，群众办理丧抚待遇事项时，需要

先到民政局办理死亡证明，到公安局

办理亲属关系证明，再到社保局办理

丧抚待遇申领告知书。这一趟业务

办下来，群众至少得跑3个部门。

现如今，群众只需要带上身份

证，系统平台自动识别办事人员身

份信息，点击事项办理，系统根据审

批程序和要求弹出所需3个证明材

料。其中，死亡证明通过共享系统

就能查询到死亡证；由于亲属关系

证明未在共享系统，需要人社局工

作人员通过协查系统向公安局发起

协查，公安局工作人员通过系统和

手机短信获得需要协查的事项，在

规定时间内反馈亲属关系证明；申

领丧抚待遇告知书通过在线签署承

诺并在手写板上签字即可。

整个审批过程中无需出具任何

纸质证明和材料，通过“0证明城市

支撑平台”实现一证通办，最多跑一

次。目前，该平台已初步建设完成，

梳理完成泸州全市约6600余个原始

证明事项，平均每个事项约3个证明

材料，总计20,769个证明材料，全年

全市预计减少办件量150万次。平

均每个事项将减少每名群众跑路3

次以上，节约时间至少8小时/人。

“取消证明并不是取消监管，而

是针对取消的证明事项实行流程再

造，建立新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据

泸州市数据资源管理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通过建立部门协查、内查机

制打通信息孤岛，同时加强相关法规

和业务培训，确保工作正常运转。“所

有的数据都在这个平台里，大家均可

申请信息共享，彻底打通部门‘信息

孤岛’，实现信息多跑路。”

据了解，“0证明城市”创建工

作在市级部门中选取民政和人社系

统先行先试，在区县一级选取江阳

区作为样板引领。泸州市民政局率

先清理出可取消证明事项24项，涉

及特困救助、婚姻登记、收养登记等

领域。江阳区也清理出区本级事项

788项并编制取消清单，为其他区

县提供了清理样板。“其他部门和地

方还没有拿出取消清单的时候，我

们已经按新政策办件了，这种压力

可想而知。”李莉说。

部分创建单位清理力度大、直

接取消数量多，比如市公安局对车

辆管理、户籍管理、出入境管理等领

域进行全面清理，清理出的62项证

明事项中，直接取消33项、替代取

消29项。

这一个个数据提升的是老百姓

的幸福感。去年11月中旬，因切身感

受到“0证明城市”创建带来的便捷，

市民骆跃强给泸州市“0证明城市”监

督专窗写了感谢信。原来，骆跃强在

泸州办理叉车资格复审时，窗口人员

对他在佛山办理的证件产生质疑。眼

看就要到期了，难道还要跑到佛山去

开证明？窗口工作人员立即打电话向

佛山市相关部门核实，得到证件真实

有效的答复后，当场为骆跃强办理了

资格复审。跃强在感谢信中称赞：“良

好的政策和高效办事的态度，让企事

业单位员工能够安心工作。”

未来，泸州还将积极推动网上

申请、自动审批、即时结果的“秒办”

改革，最大限度优化群众办事体验，

整体提高民生幸福指数。

发展普惠金融需消除数字鸿沟
□ 陆 敏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普惠

金融发展，金融机构积极主动作

为。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

助力之下，普惠金融取得了明显

成效，服务可获得性持续改善，服

务质量明显提高，普惠小微贷款

增长迅速，总体呈现“量增、面扩、

价降”态势。

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有

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比如，一

些依赖传统金融服务的老年人群

体，因为不熟悉数字技术，无法使

用手机 App 提供的相关产品；一

些偏远地区的农民较少使用电子

支付手段，缺乏信用记录，无法获

得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普惠金融

服务等。

目前，各金融机构在提供普惠

金融服务时，很大一部分依赖于以

往的信用记录，也就是征信记录。

同时，一些特殊群体，包括偏远地

区的农民、小微企业、低收入人群、

残疾人、老年人等，存在征信记录

较少甚至是空白的情况，无法得到

相应的普惠金融服务。这部分群

体的金融服务需求不容忽视，在大

数据、人工智能助推下获得迅猛发

展的普惠金融必须尽快消除数字

鸿沟带来的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受成本上升、行业

转型等诸多因素影响，金融机构正

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一些商业银

行进一步缩减服务网点，许多线下

网点提供的服务也随之转至线

上。在这一过程中，商业银行必须

协调推进“线上”和“线下”业务，因

地制宜，对于一些社会效益明显大

于经济效益的营业网点，要平衡好

两者的关系。

技术发展带来的数字鸿沟问

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可

能涉及服 务 获 得 机 会 公 平 的 问

题。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

发展普惠金融业务尤其要关注特

殊群体需求，降低数字鸿沟的不

利影响。监管机构需要及时出台

和完善相关管理办法，引导金融

机构对物理网点合理布局，稳妥

推进线下网点智能化改造。对具

有明显社会价值但商业价值不显

著的营业网点，可考虑给予一定补

贴或激励。

金融机构需要优化服务流程，

稳妥推进线上、线下服务，对于依

赖传统金融服务的特殊群体，在提

供多元化金融服务选择的同时，设

计更多人性化、更有针对性的服

务，在线上服务“不掉线”的情况

下，确保线下服务“不缺位”。

从本质上来说，消除数字鸿沟

的负面影响也是普惠金融的必然

要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

福祉应该惠及更广泛的群体，各金

融机构在数字化转型中要守住服

务大众的初心，这样才能走好普惠

金融未来发展之路。

国家网信办：公众账号服务平台
将建立分级管理制度

本报讯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

《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修

订草案）》（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0年10月

30日。根据征求意见稿，公众账号信息服务平

台将建立分级管理制度，实施账号分级管理，

违反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公众账号将禁止

重新注册。

征求意见稿强调，公众账号信息服务平台

应当依据账号信息内容质量、账号主体信用评

价等指标维度，建立分级管理制度，实施账号分

级管理。公众账号信息服务平台应当禁止被依

法依约关闭的公众账号以相同账号名称重新注

册；对注册与其关联度高的账号名称，还应当对

账号主体真实身份信息、服务资质等进行必要

核验。

征求意见稿明确，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不

得有恶意假冒、仿冒或盗用组织机构及他人公

众账号生产发布信息内容等10种违法违规行

为，对违反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公众账号，将

采取警示提醒、限制账号功能、暂停内容更新、

停止广告发布、关闭注销账号、列入黑名单、禁

止重新注册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及时

向网信等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张晓娜）

第三届信用法治·韶山论坛召开

为实现“减证便民”，优化营商环境，根据中央、省、市关于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决策部署，泸州市围绕“最

多跑一次”改革，创新“数据跑腿”工作模式。图为泸州市社保办事大厅。 图片由泸州市发改委提供

本报讯 记者何玲报道 近日，第三届信

用法治·韶山论坛在长沙召开，主题为“我国社

会信用立法中的热点问题”。全国政协社会和

法制委员会主任沈德咏、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胡旭晟、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李晓民等出席开

幕式。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有关负责人参加

论坛并发表演讲。

沈德咏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信用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和进

步。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从政治、经

济、社会的制度建设领域扩展到文化建设领域，

成为彰显“文化自信”伟大工程的一部分。加强

信用法治建设推进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迫切要求，是全国推进依法治国的应有

之义。

胡旭晟认为，社会信用体系在我国社会、经

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政

府和企业都应建立起可靠的信用服务体系，优

化营商环境和市场信用监管模式。同时，他以

家政服务行业为例，提出了具体的信用服务体

系建设方案。

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信用立法工作。

《社会信用法》的制定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深入

推进的关键一环，已被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务会立法规划，国家发改委牵头起草形成了法

律草案稿，正按程序征求意见。与此同时，已有

80%的省区市出台或正在研究出台地方信用法

规，许多法律、行政法规中增加了信用相关条

款，为国家层面社会信用立法奠定了坚实基础。

有关专家学者就社会信用立法中的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作了主题演讲，对加快推进社会

信用立法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论坛由8场主旨演讲和3个分论坛组成，

共有来自全国政法系统、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媒体等单位从事信用法治理论研究的200余名

专业人士参加。论坛现场公布了2020第三届

信用法治·韶山论坛征文获奖作者。本次论坛

共收到投稿论文70余篇，择优评出一等奖2

篇，二等奖6篇，三等奖12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