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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北村庄”的“找北”振兴路

从“最多跑一次”到“一次不用跑”
我们还要留心哪些问题？

第八届中国（四川）国际茶博会闭幕总成交15.7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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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机上动动手指，简单填写

一些基本信息，就能在家等候居住

证邮递上门，无需出门排队，也不需

要繁复的申请材料……这样的场景

正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变为现实。

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于５

月 6 日在福建福州拉开帷幕，如何

让政务服务由“一网通办”变成“掌

上就办”也成为此次峰会的关注焦

点之一。笔者在厦门、福州等地调研

发现，电子政务改革当前正在加速

推进，这些城市的市民已使用上“用

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便民政务

服务。

低门槛、零成本、优体验，
“麻溜”的电子政务服务长这样

“我们夫妻两人平时下班都比

较晚，现在学校有课后延时服务，正

想问问老师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去哪

儿办，没想到只要在‘i厦门’APP上

点两下就行了。”厦门市民林涌凌一

边拿手机给笔者演示“一键办理”课

后延时服务，一边说道。

在厦门，目前已有包括文化教

育、公安交管、医疗卫生、出入境等

106 项政务服务实现掌上“一键办

理”，群众无需跑任何一个窗口单

位，也无需增开任何一份纸质证明，

便可享受“一次不用跑”的电子政务

服务。以过去常见的“积分入学”为

例，家长为落实孩子的就读问题，往

往需要跑多家单位开具各种各样的

证明，一些家长甚至“跑断腿”都没

能解决问题，而现在，只要不到三分

钟，一台手机就能全流程办妥。

“一次不用跑”是方便了，那“银

发族”也能享受到和年轻人一样的

政务服务吗？在深圳退休的刘阿姨

告诉笔者，退休后她搬去了上海和

女儿同住，为了按时领取养老金，刘

阿姨每年都要去深圳人社大厅做一

次指纹验证。两年前，深圳市人社部

门和支付宝联合推出了手机刷脸验

证养老金领取资格，退休后居住在

异地的老人们，不用出门就可通过

“刷脸”进行资格认证，整个过程不

到10秒钟。

迈入“一次不用跑”时代，
背后的工作还有这些

实现“一次不用跑”的核心是政

务数据的后端共享，如何保证数据

互通互联，又不让敏感数据外流，同

时避免由“线下多跑路”演变为“线

上跑断腿”，成为摆在各级政府和相

关企业面前的必答题。

——如何促进政务数据突破

“信息壁垒”？能办事的部门因为没

有数据办不了事，有丰富数据资源

的部门又不愿将自己的数据共享给

其他部门，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中，

这个问题成为电子政务变革的一块

“绊脚石”。笔者了解到，国内不少城

市已经率先开展试点工作，将数据

共享能力纳入政府部门绩效考核的

重要指标，搭建政务数据共享平台，

引导相关职能部门开放本部门的政

务数据，对在数据共享过程中“不作

为、乱作为”的部门亮红牌，一些城

市还将政务数据共享升格为“一把

手工程”，倒逼数据共享机制体制

改革。

——如何保证敏感政务数据的

安全？“让敏感数据可用不可见，才

能促使拥有丰富数据资源的部门放

心共享数据。”厦门市工信局总工程

师童平平在介绍厦门市的做法时表

示，将敏感数据“锁”进“保险柜”，其

他部门在调用政务数据时，只能看

到“YES”或“NO”的比对结果，从而

提升敏感数据的安全性。根据有关

部门的监测数据来看，截至目前，厦

门已实现近 8.7 亿条政务数据无障

碍共享，未发生一起数据泄露事故。

——如何避免让群众从“线下

多跑路”演变为“线上跑断腿”？去年

7月，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

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建立全国

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统一政

务服务门户、统一政务服务事项管

理、统一身份认证、统一电子印章、

统一电子证照等公共支撑建设系

统。在支付宝小程序里，用户通过刷

脸等方式进行实名认证后，就能一

键办理相关政务服务，无需再重复

注册。

“一次不用跑”离普惠还有
多远

从“最多跑一次”到“一次不用

跑”，并非简单地将政务服务从线下

推到线上，其实质是为群众办事省

时、省心、省力，有关部门和相关参

与企业需对此保持清醒认知。

“‘一次不用跑’的核心是减负，

让各个部门在一个平台上共享政务

数据，而不是每个部门都去做一个

APP，然后让群众在 APP 的‘海洋’

里找不着北。”童平平认为，当前一

些地方政府部门错误理解电子政务

改革内涵，以为“一次不用跑”就是

开发一款手机应用，这样做反而增

加了群众办事的难度。她建议，根据

国家有关规定，一个地市的政务服

务应该一个 APP 通办，同时入驻到

微信或支付宝等大众软件上的城市

服务，不必再反复投入和重复建设。

蚂蚁金服董事长井贤栋表示，

支付宝的实名认证、刷脸、小程序等

技术可以为“一网通办”提供重要技

术支撑。未来将继续就“一次不用

跑”改革加强与相关政府部门的合

作，通过技术助力政府缩小区域政

务服务信息化水平差异，让更多老

百姓享受到便民电子政务服务。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黄璜建议，“一次不用跑”是公共服

务，因此服务形式要多元化，也要有

“兼容性”。不仅要“兼容”老年群体

这类需要线下服务的群体，线上服

务也要兼顾诸如视觉或听觉障碍人

士。他认为，手段和目标不应颠倒，

不论是“最多跑一次”还是“一次不

用跑”，其最终目的都应是为公众提

供更好的服务。 （新华社 颜之宏）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记者5月

6日从第八届中国（四川）国际茶博

会组委会获悉，由四川省农业农村

厅、省经信厅、省商务厅等部门支

持，四川省供货商商会、省市场营销

协会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四川）国际

茶业博览会于当日在成都世纪城新

国际会展中心闭幕。据不完全统计，

本届茶博会总成交15.78亿元，接待

观众26.7万人次。

自5月3日开展以来，为期四天的

茶博会集中展示宣传了川茶发展成

果，推动了四川省与省外乃至国外茶

行业的交流合作。茶博会期间，到会专

业 买 家 达 5.6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32.1%，来自北京、重庆、天津、西安、兰

州等地的茶叶经销商、采购商和茶文

化爱好者集聚，来自俄罗斯、意大利等

国的采购商与四川省宜宾、乐山、泸州

等地的企业多次接洽，合作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茶博会期间，除

了全国各产区、各企业积极开展的

形式多样的推介活动之外，组办方

和参展商还举办了禅茶一味分享

会、手工制茶、茶服走秀、茶艺表演

等活动30余场次，有力地推广了“健

康茶饮、全民饮茶”理念，拉动了茶

叶消费。图为茶博会茶艺表演。

我国版图最北端，大兴安岭深

处，黑龙江干流从黑龙江省漠河市

北极镇洛古河村流过，依次串起了

洛古河村、北极村、北红村。

地处“最北”，这三个村的村民

曾过着没有自来水、靠柴油机限时

供电的日子。如今，依托“最北”的独

特资源，三个村庄也在找寻着乡村

振兴的“北”。

“四代马”，见证“最北村
庄”变迁

70 岁的北极村村民孙洪柱，如

今三世同堂，而家里的马，已经是第

四代了。

“过去上山‘赶套子’的，得是好

劳力才行。”在自家院子里，孙洪柱一

边喂着马，一边回忆起赶马车上山拉

木头的日子。采木头只能在冬季进

行，山上搭个简易棚子，人住在棚子

里，铺下满是冰雪——这是最北三个

村庄许多“老把式”的共同记忆。

在北红村，没有自来水、限时供电

的日子，村民张福顺记忆犹新：“全村

就靠一个柴油机发电，每天只有四个

多小时供电，只有过年才全天供电。”

多少年来，“靠山吃山”是“最北

村庄”人们的生活准则。随着林区停

伐，这里的人们开始寻找转型的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

地也是金山银山。大森林、大界江、大

冰雪，这些当地人以前所忽略的、成

为众多游客前来“找北”的目标。

“头两代马上山‘赶套子’，后两

代下山‘拉爬犁’。”孙洪柱说，自打

村里发展起旅游业，自己开起了家

庭宾馆，“马拉爬犁”成为许多游客

喜爱的旅游项目，一个马爬犁一冬

的收入可达一万元左右。

如今走在三个村庄的街头，到

处都能看到家庭旅馆、农家乐等。许

多像孙洪柱一样的采伐者，成了农

家乐的经营者。

“以前我们是靠着山上的木头，

现在我们就靠这山的景色，木头能

砍没，景是看不没的。”北极村村民

李希江说，2018年依靠家庭宾馆，他

家的收入超过了十万元。

“最北”资源，指引振兴
之路

“最晚挂上去的一幅是在 1983

年。”在位于北极村的“最北供销

社”，经营者丛秉武指着墙上年代感

十足的广告画说。

这座“最北供销社”坐落于北极

村的核心地带，架不住众多游客的询

问，丛秉武找出了早已不用的旧算

盘、秤等摆到了柜台上，供游客拍照。

虽都处于我国最北端，但三个

“最北村庄”特点不一。洛古河村，有

着百年村庄的原生态景观；北极村，

是“最北”元素的集聚地；北红村，独

具俄罗斯民族风情……

冬季的雪圈、冬捕，夏季的游

艇、民俗表演……“最北村庄”不断

探索着更加丰富的旅游项目，古老

村落也在开放过程中与外部世界悄

然“碰撞”。

“点上些香油，汤更有滋味。”一

边说，洛古河村家庭宾馆经营者于

乐水向刚做好的一锅汤里倒上香

油，端上了客人的桌。

如今的娴熟，来自经营路上的

不断学习总结。

“最开始啥也不懂。”于乐水说，

有南方来的客人，口味较清淡，菜怎

么做人家都说咸，“后来我干脆不放

盐了，人家说正好。”

面对逐渐兴起的旅游市场，如何

规范经营，赢得游客信任？在“最北村

庄”，家庭旅馆协会、马爬犁协会等村

民自治的行业协会承担起了责任。

在洛古河村的一处广场，停放

着数台游艇。“以前恶性竞争，市场

混乱。现在有了协会，市场规范了，

游客体验更好，村民的收入也增加

了。”村游艇协会负责人朱艳萍说。

全面振兴，他们有更多
期盼

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

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

振兴的全面振兴。

创新基层党建，引领着“最北村

庄”的振兴之路。北极村的漠河北极

冰雪马爬犁农民专业合作社党支部

书记高威说，合作社现有党员四名，

服务全村的马爬犁经营工作。

而在北极村的“党员驿站”里，

每名前来旅游的游客登记后都可得

到一个徽章，上面“身在最北方，心

向党中央”的字样十分醒目。

“最北村庄”的日新月异也在吸

引着更多的人才回乡。在北红村，山

东大学在读博士生冉凡胜开了一家

宾馆。

“我从最开始的两个炕，发展到

有20多个房间了。”冉凡胜说，他计

划在毕业后先回村经营好宾馆，带

动村民一同致富。

在北极村宾馆经营者丁莉娟看

来，家乡最大的变化还是人的变化。

“人们的淳朴劲儿没变，但更有精气

神儿了。”丁莉娟说。

这股子“精气神儿”也在洛古河

村的广场上延续着。“我们现在跳广

场舞比人家上班都准时。”村民刘艳

敏半开玩笑地说，“以前哪有这个心

思，现在生活改善了，我们也想找找

乐了。”

面对未来，“最北村庄”里的人

们有着更多期待。

“我打算搞个采摘的项目，让游

客都能品尝最天然的瓜果蔬菜。”北

红村致富带头人赵锦红说。

“我希望村里能有个正规的菜

市场，经营宾馆能更方便。”洛古河

村村民于乐水说。

“我觉得还是要保持好青山绿

水，这是我们吸引人的根本。”北极

村村民李希军说。 （新华社 杨喆）

本报讯（记 者 漆世
平）记者从四川省宜宾市

人民政府获悉，由中国通

信学会、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主办，四川省人民政

府指导，宜宾市人民政府

承办的第一届中国国际

智能终端产业发展大会

将于 5 月 9 日至 11 日在

宜宾举行。大会主要包括

主论坛、分论坛、会展等

内容，旨在打造智能终端

产业交流合作、智能终端

与其它产业融合应用及

成果展示的国际化一流

平台。

据了解，此次大会将

有相关领域的院士、专

家、学者，智能终端、智慧

城市、智慧交通、智能小

区等行业的领军企业，全

球各地运营商高层、行业

标准化组织高管、部分知

名高校和科研单位负责

人，以及行业分析师、投

资机构等千余名嘉宾代

表出席大会。

据最新消息，目前已

经确定出席大会的国外

嘉宾已超过百名，他们分

别来自日本、法国、加拿

大、俄罗斯、美国等国家，

已确定出席大会的国内

嘉宾近 600 名，涉及行业

协会、研究院、运营商以

及智能终端、半导体等行

业领域。

记者了解到，会展活

动作为本次大会的重头

戏之一，将在位于临港经

开区的宜宾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会展将从“智能+

生活”“智能+产业”“智

能+全球化”三个方向切

入，以智能终端产业应

用、产业生态环境、产业

全球化进程三大主题，来

回答“智能经济”的三大

核心问题，即“智能+”如

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如

何驱动产业创新发展、如

何助益全球化和经济治理。

同时，论坛活动作为大会的重要

内容之一，将举行“数字让地产更美

好”“变革——5G 应用与行业趋势”

“全球化订制——智能终端产业新

方向”等高峰论坛和分论坛，围绕通

信技术、智能终端产业新方向和智

慧城市与社区等主题，共同探讨智

能终端产业的跨界融合以及产业发

展的新方向。

成都数字生态建设成果
亮相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本报讯（李林晅）日前，第二届数

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

行。四川省成都市生态环境局“数智

环境引领环境治理转型”研究及建设

成果应用，作为全国 6个优秀城市案

例之一参加了此次峰会的数字生态

建设成果展览。

据了解，成都“数智环境”建设是

要打造“一个中心、两大基础、三项机

制、四支队伍、五步应用”的系统性治

理能力体系。该案例能从 53 个备选

省市案例中脱颖而出，得益于成都长

期致力于环境决策科学化、监管精准

化和服务高效化的探索实践。

据悉，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

责人还参加了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

峰会“数字生态”分论坛，重点结合成

都生态环境信息系统、大数据建设与

应用的探索实践，分享交流了生态环

境大数据在引领生态环境管理转型、

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

平的相关经验及成果。

成都人社系统
开展窗口单位业务技能
练兵比武活动

本报讯（李林晅）5 月 6 日下午，

四川省成都市人社系统举办窗口单

位业务技能练兵比武活动，来自市本

级和 22个区（市）县的 24支参赛队、

120 名参赛选手参加。经过上机实际

操作、闭卷答题、现场竞答等环节，邛

崃市代表队、成都市温江区代表队等

分获团体比赛一、二、三等奖，22 名

个人参赛选手分获个人比赛一、二、

三等奖。

据了解，今年2月以来，四川省成

都市人社系统聚焦“练兵比武强技能

人社服务树新风”主题，深入开展技

能练兵比武活动，一大批学习能手和

业务尖兵脱颖而出，带动成都市人社

系统形成了浓厚的创先争优、比学赶

超氛围。

本报讯（孙岩
王运秋）5 月 6 日，

由四川省成都市女

知 识 分 子 联 合 会

（简称女知联）主办

的“如何让女性更

美丽”专题讲座在

成都举办。成都市

女知联会员、成都

市女企业家协会会

员、四川省妇联手

工编织协会会员、8

所高校设计专业的

师生等 80 多人参

加了活动。

据介绍，这次

活动的宗旨是，在

成 都 女 知 识 分 子

和 高 校 设 计 专 业

师 生 的 共 同 努 力

下，带动广大成都

姐妹更加自信、靓

丽。主讲人吴海燕

教授系中国美术学院艺术设计院

院长、著名服装设计师，她就“如

何让女性更美丽”这一主题，从女

性内外兼修、人体肤色与服饰搭

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

解，让参加活动的姐妹们感到受

益匪浅。吴教授还现场对姐妹们

的着装打扮进行了点评、指导，受

到大家的欢迎。

讲座之前，活动参与者参观了

四川省妇联“春蕾绽放——女大

学生创业微计划”项目成果展示。

成都市妇联主席谭学军、成都市

女知识分子联合会会长张虹一行

询问了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学院、

西南交通大学等高校女大学生的

创业经历，肯定了她们的成果，并

鼓励她们取得更好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