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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灌南县汤沟镇试点部署
的9台“裕农通”设备已经
全部投放完成

裕农通
金星村“裕农通”政务自助
终端是我国打通数字政务

“最后一公里”的生动缩影

智慧政务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席卷全球的数字化浪潮推动“数字政务”加速落地，不断提升政府行政效能

和为民服务效率。打开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就能看到全国各地各部门在“互联网+政务服务”方面探索的成果：电子社保卡、医保电子凭证、

跨省异地就医备案、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等高频服务事项，基本实现了“全程网办”和“跨省通办”。从“跑断腿”到“指尖”轻松办理，群

众和企业办事的小变化，背后是政府数字化运行的大变革。

智慧政务：未来创新随大模型迭代

T06 2023/5/16
北京商报
BEIJING�BUSINESS�TODAY 新治理 新动能·智慧政务

十年来， 我国数字政府治理服务效能显著
提升，“数据跑”替代了“群众跑”，带来实实在在
的便利，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户籍证明、 社保转接等200多项群众经常
办理事项实现跨省通办，90%以上的政务服务
实现网上可办， 平均承诺时限压缩了一半以
上；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注册用户已超过
10亿人，数字政务惠民便民覆盖面广、成效显
著。《2022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中文版）》
显示，我国电子政务水平排名已从2012年的78
位上升到2022年的43位。

江西省上线电子政务系统“赣服通”5.0版、
“赣政通”2.0版，整合了教育、就业、社保、婚育
等重点领域26个部门500余项政务服务； 山东
省济南市上线数字化政务服务沉浸式体验馆，
首批推出39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 让企业、群
众“点一点”就能办；在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依
托“四川政务服务网一窗通”“天府通办App”
“营商通App”等，企业、群众可在领取纸质证
照的同时领取电子证照，随时随地查询核验。

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加快推进， 数字化服务
水平不断提升，数字政务日渐融入人们的生活，
这也成为数字中国建设取得积极成效的鲜明
标识。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
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将“政务数字化智能化
水平明显提升”作为到2025年数字中国建设的
目标之一， 明确提出“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
务”，为进一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指明了方向。

有分析指出，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是
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必然
要求，对于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创新市场监管和
社会治理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 在加快数字中
国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比如，在
上海，“一网通办”加速迭代，推动营商环境持续
优化，引发市场积极响应，截至2022年底，每千
人企业数量增至111.1户，位居全国前列。

发展现状
电子政务水平名列全球第43位

和其他民生领域一样，“最后一公里”关乎
全社会的共同富裕。数字政务在“最后一公里”
上也在持续发力， 逐渐进入乡村基层治理的
“神经末梢”。

“以往查询和办理一些业务都要去镇里，
有时候遇到雨雪天气需要很长时间， 有了这
个设备就不用来回跑了， 既省时又方便！”
2023年初， 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汤沟镇
金星村便民服务中心， 前来查询社保缴费情
况的金星村村民朱梅成为了金星村“裕农通”
政务自助终端的首位体验者。至此，在灌南县
汤沟镇试点部署的9台“裕农通”设备已经全
部投放完成。

“设备部署调试完成后，一些生活缴费、证
照查询等事项都可以实现居民自助办理。”汤
沟镇便民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汤沟镇及
下辖8个村便民服务中心均已布设“裕农通”自
助终端设备，并组织相关点位操作员就设备功
能、日常操作开展系统培训，更好地将政务服
务送到农户身边， 助力实现政务服务自助办、
就近办、快捷办。

金星村“裕农通”政务自助终端是我国打
通数字政务“最后一公里”的生动缩影。上面千
条线，下面一根针。“政务服务”就是这根针，去
串联不同地域、部门和行业，去打通信息壁垒，
消除部门隔阂，让办事人员从“线下跑”向“网
上办”、由“多头办”向“协同办”转变，让“数据
多跑路，百姓少跑腿”，给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

数旗智库创始人唐鹏表示，数字政务打通
“最后一公里”，其核心与关键在于将数字政务
由原来的“能看”“能查”“能问”推向“好用”“易
用”“爱用”，而不只是为群众和企业呈现“望梅
止渴”的假把戏。其具体实现路径主要通过平
台支撑、数据赋能与智能服务来完成，打造符
合移动智能时代用户习惯和特征的一体化政
务服务平台，利用数据开放共享来实现重复资
料的免填报、免提交，最后运用智能算法打造
定制化、个性化的服务内容，增强用户的美誉
度与黏性。

关于数字政务的建设在国家层面早有规
划，经过政策持续加力、引导，数字政务建设强
度正不断提升，逐步从“一事”“一地”逐步向“全
事项”“全国联网通办”加速推进。

201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
印发“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指南的
通知》构建了数字政务的雏形。

2017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政务信息
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力求实现各部门、各区
域间数字政务的协同发展， 要求按照“五个统
一”的总体原则，有效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
享，同时鼓励推广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新模
式的应用与服务，强化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网络
安全管理。

2018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进一步深
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
门、一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首次提出了
“一网、一门、一次”改革目标，即“推动企业和群
众办事线上一网通办 (一网),线下只进一扇门
(一门),现场办理最多跑一次(一次)”，让企业和
群众到政府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

2018年7月，国务院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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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底前全国范围内政务服务事项基
本做到标准统一、整体联动、业务协同，除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或涉及国家秘密等外， 政务服务
事项全部纳入平台办理，全面实现“一网通办”。

2020年6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要求2020
年底前各省份全部开通“一网通办”平台，实现
全部手续线上“一表填报”，办齐的材料线下“一
个窗口”一次领取。同时，推动企业开办时间压
缩至4个工作日以内或更少。

2021年12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推
进国家政务信息化规划》提出，到2025年，政务
信息化建设总体迈入以数据赋能、协同治理、智
慧决、优质服务为主要特征的融慧治理新阶段，
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的技术融合、数据融合、
业务融合成为政务信息化创新的主要路径逐步
形成平台化协同、在线化服务、数据化决策、智
能化监管的新型数字政府治理模式。

案例分析
部分乡村实现政务服务自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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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进入融慧治理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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