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锚定目标

“办事难、办事慢、多头跑、来回跑，
曾是各个地方的‘通病’，也是很多企业
群众办事的真实困扰。”市政府电子政务
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在过去，有些办理
事项虽然听起来像“一件事”，由于涉及
的各个部门的数据并未联通，审批的事
项和权限也各有不同，导致企业群众在
办事过程中往往需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
地跑，一级一级地等，对“办事”自然而然
也就形成了耗时费力的印象。

该负责人举例说，“出生一件事”包
括办理出生医学证明、预防接种证、户
口登记、生育服务登记、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登记、缴费、社会保障卡
申领等“一揽子事”，而“一件事一次办”
的本意，是将这“一揽子事”一次办完、
办好。

2021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把“一件事一次办”上升为国家制
度性举措。202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
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一件事一次办”
打造政务服务升级版的指导意见》。

2023年4月，数字重庆建设大会召
开，正式拉开重庆数字化变革重塑的大
幕。一年多来，重庆聚焦个人、企业全生
命周期，已推出75件“一件事一次办”集
成套餐服务，包含个人服务35件，企业
服务40件，办件总量超过80万件，平均
减环节 78.2%、减时间 76.4%、减材料
60%、减跑动92.8%。

重庆蓄力推出75件集成套餐服务

“一件事一次办”成重庆政务服务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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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新篇章

统筹推出75件“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办件总量超过80万件，这是2023年我市在数字重庆建设考题下交出
的一张漂亮答卷。

“数字重庆”是打开重庆未来发展的钥匙。作为数字重庆建设的一项极具辨识度的重要内容，已逐渐成为重庆
政务服务“标配”的“一件事”，近来被高频提及，其取得的成效日益“吸睛”，令人赞叹。

今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100个街头绿
地提质项目、建设100公里山城绿道，建设100个口袋公
园、10座体育公园……蓝图已绘就，各相关部门正在落
实目标任务，确保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让老
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享受高品质生活。

1月23日，市住建委党组书记、主任岳顺在经济日报
发表的署名文章《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提出，走
好大城市带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统筹好县、镇、村和农房建设。县域发展提优，加快推动
城市更新向区县延伸，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提高经济
和人口承载能力，更好发挥连城带乡功能。乡镇功能提
档，以“一深化三提升”为重点，实施场镇“强基础、补短
板、惠民生”，有序推进美丽宜居示范乡镇建设，打造城乡
融合纽带、乡村振兴龙头、宜居环境样板。

细心的市民发现，中心城区街头一些边角绿地近年
来增添了不少“花境”，为游客带来一抹亮色，今年这样的
亮色还将不断增加。“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花境让城市更
美丽。”1月26日，由市园林绿化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和市
花卉盆景协会联合举办的重庆市第一期花境师培训班圆
满收官。在花境作品“多彩重庆·花漫四季”中，作者以重
庆“两江交汇”地形结构为设计平面构思，让花境做到了

“三季有花，四季有景”的景观观赏效果。

市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处负责人介绍，我市将结合
街头绿地提质、坡坎崖、山城花境等重点项目，适当扩大
现有三角梅、紫薇、树状月季等适应性强的开花、彩叶植
物种植面；采用园林造景手法，与其他乔灌草合理搭配，
形成连贯性，突出规模化，营造景观丰富、具有特色的绿
化景观，进一步提升城市彩化、香化、美化水平。全市计
划完成街头绿地提质面积100万平方米，新增坡坎崖绿
化美化示范点建设项目100万平方米，至少完成2个山
城花境项目。同时依托道路、水系沿线等绿色空间，建设
串联城市社区和公共空间的绿道网络，在绿道建设中注
重自然生态环境“微改造”，计划完成山城绿道项目41
个，新增长度100公里。

市政协委员、重庆大地生态环境科技集团公司董事、
总经理刁雪梅建议，对已建成或待建成的公园，前瞻性地
对其营运业态量身打造消费场景，在既满足市民休闲散
步功能的同时，又能合理运用公园闲置物业地段，打造集
运动、看书、饮茶、餐饮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商业体；可以
由政府提供场地，以租赁或合营的方式由运营方对公园
进行提档升级改造，创新“公园+生活”模式，丰富市民消
费场景。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实习生 周若雅
摄影报道

城市更新向区县延伸 生态空间增绿添彩
2024年重庆两会反响

“现在水温是35℃，40℃左右的温度洗澡最舒
服。龙婆婆，您再等几分钟。洗了澡，清清爽爽好过年
……”1月28日，重庆即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
员带着3名医院的专业护工，敲响了南岸弹子石街道
富春花园96岁龙婆婆的家门，赶在春节前帮老人理发
洗澡。

作为南岸区民政局推行的“家庭养老服务包”公益
项目的服务内容之一，即善社工将在春节前为弹子石
街道的50余位失能、半失能老人舒舒服服洗个热水
澡，再理个发，让这些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专业的
居家养老服务，“洗”迎新春。

在卫生间安装助浴架、为老人更衣、搀扶老人坐到
助浴架上、仔细冲洗，再为老人擦干身体，理头发、剪指
甲……一套程序下来，让许久都没能洗过澡的龙婆婆
感到轻松又舒服。同时，专业的护工还为龙婆婆清理
了房间和被褥。

社工则在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房间里贴上福字、
挂起灯笼，看着整洁有序、年味十足的居室，龙婆婆
开心地拉着社工的手说道：“现在政策太好了，没想
到医院的专业护工能到家里帮我洗澡理发，大家还
帮我打扫卫生、贴福字，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太感
谢你们了。”

“老人家最近两天进食和睡眠情况怎么样？我
们护工先帮您测量血压血糖，再帮您收拾衣服理发
洗澡哈！”今年春节前，即善社工开展“洗”迎新春公
益活动，每到一家，社工都会先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
并介绍服务内容，再由护工、家政人员按照标准流程
为老人检查身体、理发洗澡、打扫卫生、陪伴聊天。

即善社工项目负责人唐曦表示，持续更新和优
化养老服务范畴和产品，从身体到心理多维度地为
老人提供服务，进而提高老人晚年生活质量，维护老
年人尊严，让老人过上有温度有品质的居家养老生
活。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新春走基层

家庭养老服务包
帮老人“洗”迎新春

打造范例

如何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加快推进政务服务“多
审合一、一事全办”？这是过去一年来，重庆十分关注的问题。

在《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出台后，2023年，数
字重庆建设大会及各场推进会又多次强调，加快建设

“1361”数字重庆建设整体架构，提升数字化思维、理念和
方法，使各级各部门对“数字政务”的认识、理解、重视、推
动力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按照最快系统部署、最小投入代价、最佳实战效果、
最大数据共享的要求，以及边学边干、边建边用的原则，
市政府电子政务中心选择了“三步走”的模式。

第一步，聚焦改革发展急需、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梳
理总结出一本“台账”，准确找出企业群众办理频率高且量
大的195个“单项事”；第二步，制定出一套办好“一件事”
的标准化工作流程，包括出台“一件事套餐数据分发标准”

“一件事套餐数据回流标准”等，指导自建“一件事一次办”
业务申办和业务办理系统的部门完成与“渝快办”平台的
数据对接；第三步，对“一件事”关联事项进行深度拆解梳
理，分解确定数据需求，协同推进“并联审批”“联合审批”

“跨层级跨区域联办”，打造“一件事一次办”典型范例，以
其示范效应谋划推动更多“一件事”顺利上线。

从数据上看，我市已整合195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
联通101个业务系统，汇聚数据7900项、应用电子证照
53类，数据共享调用超过1300万次，“一件事一次办”日
活跃用户数突破10万。

从具体内容上看，现已上线的“一件事”套餐涵盖了
新生儿出生、入学、就业、婚育、住房置业、社会救助、就
医、退休、“身后”等个人全生命周期的9个应用场景35个
事项，以及企业开办、企业准营、生产经营、企业注销等企
业全生命周期的8个应用场景40个事项。

从“任务图”上看，我市已超额完成了在2023年底实
现50项“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的目标。

为办好“一件事”定下标准化工作流程

定期回头

有了“一件事”套餐的加持，重庆政务服务仿佛拥有
了“双翼”，产生了质的飞跃。

今年1月初，在巴南区妇幼保健院，产妇张敏刚生完孩
子，医院护士便指导她的爱人在“渝快办”App上提交了新
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申请，当天就顺利办好了新生儿户
口登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社会保障卡申领
等事项，两天后就收到了新生儿的户口页和社会保障卡。

与之前的来回奔波不同，现在申请专利也变得十分
高效便捷。“我们现在申请专利、缴纳专利相关费用以及
办理流程相关事务，都可以在一个网站页面提交完成。”
市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一件事”正
在推动重庆的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无论对于企业还是个人，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如“国际贸易一件事”整合了智能单证申报、报关单

回执查询、转关单核销查询、在线预约查验、船舶流量查
询、铁路节点跟踪6个“单项事”，货物通关时间将缩短
30%以上，企业综合成本将下降20%以上。

“公租房申请一件事”实现了人社、民政、不动产登记
等多个部门“不见面审批”，可提供在线“资格评估”“网上
办理”“结果查询”服务，审核时限也从过去的27个工作日
压缩为8个工作日，效率明显提升。据统计，我市已有
3000余名群众申请并享受了这项“一件事”服务。

“我市将持续开展已上线‘一件事一次办’集成套餐
服务‘回头看’工作，围绕突出实战实效，梳理总结企业群
众在使用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一对一’交办到牵头
部门，明确时间节点，定期督办，推动‘一件事一次办’提
速增效。”市政府电子政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我市还将加快数据归集进度，实现数据的高效共享和有
序开发利用，加大“一件事一次办”宣传推广力度，提升

“一件事一次办”知晓度和使用率。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何春阳

梳理解决实操中的难点、堵点问题

“花境”扮靓绿地 江北区北滨路上一处“花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