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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码上办理”真方便

“通过微信公众号就完成了最低
生活保障待遇在线申请，真是太方便
了。”近日，家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
区的刘婷遇到了困难，她的母亲突发
疾病，急需申请民政救助。在当地民
政服务人员的帮助下，刘婷了解到相
关救助政策和办理程序，并通过当地
民政便民服务信息平台完成了最低
生活保障待遇在线申请，帮助家庭渡
过难关。

过去，群众申报低保、民政救助、
残疾人补贴等事项往往需要到相关
机构递交资料，乡镇（街道）相关工作
人员还要上门核实才能办理。如今，
办事群众只需通过民政便民服务信
息平台，就可完成社会救助、社会福
利保障待遇申请。后台管理员接收
申请后，及时按程序开展调查核实、
审核审批等工作，符合条件的对象就
能及时纳入救助保障范围，真正实现

“线上融合、码上办理”。
老百姓口中的“办事更方便”，离

不开民政服务“一网通办”的快速发
展。近年来，全国各地民政部门在大
系统、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支撑下，
依托政务服务平台大力推进“一网通
办”，各项办事服务持续减时间、减环
节、减材料，为办事群众尤其是急需
帮助的困难群众提供了更为精准方
便的服务。

此次发布的《“十四五”民政信息
化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在发
展目标中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省
级民政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
到 90%以上。同时建设完善的低收
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加强线下
主动发现、线上信息共享，做到即时
干预、精准救助、综合帮扶，强化社会
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建设，不
断推进全国联网的一体化核对工作。

推动更多民政服务事项实现“掌上办”“指尖办”

“互联网+”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在诸多民政事务中，养老服务一直是
不少人关心的事项。《规划》明确指出，要发
挥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作用，建设全国
养老服务数据库，提升养老服务工作智能
化水平。一段时间以来，多地民政部门纷
纷打造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为老年人提供
丰富的信息咨询和生活服务。

不久前，由四川省遂宁市民政局打造
的“遂州养老”小程序正式上线，为广大市
民特别是老年人提供了一个内容全面、信
息权威、便捷实用的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预约生活照料、寻找养老机构、查询养老
政策……一系列养老服务需求在小程序
中直观呈现出来。

“平台含有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志愿
服务等 9 个服务模板，涉及个人卫生清
理、上门聊天陪伴等。”遂宁市民政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遂州养老”小程序还设有高
龄补贴申请、养老机构查询、老年大学报
名等功能，涵盖老年人日常生活相关的各
个方面。截至目前，通过小程序申请、年
审的高龄老人达2万余人，试点推出的生
活照料服务项目已累计服务17万人次。

在全力推进养老服务实现“掌上办”
“指尖办”的同时，多地民政部门也充分考
虑到老年人不熟悉网络、智能设备使用等
问题，在保留电话咨询、线下服务的同时，
积极探索“预约到办”的“菜单式”居家养老
服务模式。通过前期走访，将老人信息、需
求录入区域智慧养老服务数据平台，建立
家政、理发、送餐等服务“菜单”，主动为居
家老人提供“精准化”上门服务。

有业内人士表示，各级民政部门未来
应加快普及智慧服务，免费开展老年人、
残疾人等信息弱势群体的常态化数字技
能帮扶，有效提升其在数字设备使用、在
线服务获取等方面的体验感、获得感，消
除数字鸿沟，进一步促进养老服务在供需
层面实现精准对接。

（据新华网）

3 智慧养老更贴心

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一处“政银通办”政务服务代办网点，工作
人员帮助市民通过自助设备办理业务。 何五昌 摄

低保网上申报、跨省
婚姻登记、居家养老“预
约到办”……随着中国政
务数字化建设不断推进，
越来越多的民政机构在
做好线下服务的同时，依
托网络平台开辟线上便
民服务新路径，打通便民
服务最后一公里。民政
部近日印发《“十四五”民
政信息化发展规划》，要
求进一步深化“互联网+
民政服务”，将数字技术
广泛应用于民政领域治
理和服务，推动更多民政
服务事项“一网通办”“跨
省通办”“就近可办”。

提前预约，身份确认、资料审核、签
字盖章……2021年6月1日一早，天津
市户籍的刘先生和河北省秦皇岛市户
籍的杨女士，在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婚
姻登记处领到了“跨省通办”结婚证。
这是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工作正
式实施后，全国颁发的第一张“跨省通
办”结婚证。

“这项政策真是太好了，从出家门
到领取结婚证，只用了不到1小时。婚
姻登记处还开设了跨区域登记的专门
窗口，办理速度更快了。”杨女士表示，
对比回户籍地办理结婚证的流程，“跨
省通办”只需在必要材料的基础上再提
交所在地居住证，就能办理结婚登记，
非常方便。

新人们不必再“为爱奔波”，“跨省
通办”服务建设功不可没。数据显示，

“十三五”期间，中国通过系统梳理民
政政务信息资源目录清单，集中汇聚
25 类 7 亿条民政数据资源，初步形成
全口径、全覆盖的民政信息资源库，为
结婚登记“跨省通办”等业务提供了技
术支撑，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以婚姻登记为例，目前婚
姻登记信息管理系统已实现全国联
网，不仅办理便捷性、智能化水平不断
提升，还可以有效预防重婚、骗婚等违
法行为发生。

除了异地“领证”，更多跨省民政服
务也正成为新常态。上海市政府办公
厅副主任朱宗尧介绍，长三角正推行落
户人员跨省户口网上迁移、异地购房提
取住房公积金等“多地联办”服务，避免
群众跨省市来回奔波。截至2021年7
月，已有119个高频事项或服务实现长
三角“跨省通办”，全程网办超 508 万
件。朱宗尧表示，下一步将推出更多高
频服务上线，让长三角区域企业群众享
受更多“同城服务”。

2 数据“跑腿”效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