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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三?主要目标
《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构建全方位服务体

系的工作方案》明确“一网通办”未来三年的主

要目标：
■ 2021 ?底前，实现从“可用”向“好

用”转变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推出 10

项示范性公共服务场景应用。 “随申办”月活

跃用户达到 1300?，实际办件网办比例达到

70%，“好差评”制度延伸至公共服务场所。

■ 2022?底前，实现从“好用”向“爱用”

转变 实现公共服务全覆盖，全面推进公共场
所服务提升， 服务质量和水平达到全国一流。

再新增 10项公共服务场景应用。 “随申办”月
活跃用户达到 1400?， 实际办件网办比例达

到 80%，?区街镇三级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全覆盖。

■ 2023?底前，实现从“爱用”向“常用”

转变 “一网通办”全方位服务体系基本建成，为
企业和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个性化、高质量的

服务。 “随申办”月活跃用户达到 1500?。

向公共便民服务拓展
截至 2020年底，“一网通办”已累计推出

357项改革举措，全面超额完成目标任务。推

出“随申码”服务，“一网通办”国际版开通运
行，长者版上线运行，累计实名注册个人用户

4415.9万，企业用户 214.7万。

前三年，“一网通办”主要聚焦行政权力事项
改革；新三年，“一网通办”将向公共服务、便民服

务拓展，打造 18大领域 97项服务场景应用，实

现与群众企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全覆盖。

■ 围绕个人事项， 打造从出生到养老的
数字生活服务体系 涉及幼有所育、健康医疗、

交通出行、学有所教、文旅休闲、住有所居、食
药安全、绿化环保、弱有所扶、优军优抚、老有

所养、公共法律服务等领域。

■ 围绕企业经营全周期服务， 打造国际
一流营商环境服务体系 涉及企业开办变更注

销、惠企政策、普惠金融、综合纳税、专项资金、
用工就业等领域。

未来三年，“一网通办”将以数字化转型倒

逼服务方式重塑，完善“一人一档”“一企一
档”，推进主动、精准、个性化的服务。

本报记者 杨洁

上海“一网通办”明确未来三年行动计划

数字生活：从你出生到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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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上海首家新能源车多品牌多车

型共享换电站在闵行启用。升电、卸电、再
装新电、最后稳稳落地，换电过程只需短

短 20 秒，且全程无需人工介入。换电站

一天可以进行 1000?次换电的操作，目

前主要面向出租车和网约车，未来或将支
持更多车型。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冯峰）

记者昨天获悉，最近，静安区对“不可食用猪
肉”的回收处置机制，被上海市商务委、上海

市市场监管局列为全市规范处置不可食用
生物产品成功举措。

猪甲状腺、肾上腺、病变淋巴腺等，统称
为“不可食用猪肉”，如果吃了这些“垃圾猪

肉”，食用者的身体健康就会受到严重损害。

多年来，静安区一直将做好“不可食用猪肉”
的回收处置，作为区政府惠民实事工程之

一，确保市民安全食用猪肉。区食药安办、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采取措施，强化“不可食用

猪肉”统一收集、统一运送、统一进行无害化
处置，实现全面回收、全程监管、全区覆盖的

闭环管理，取得良好成效。
静安区拥有 35家标准化菜市场及 7家

食品大卖场，对它们的严格管控，是杜绝“垃
圾猪肉”的重要抓手。南京西路市场监督管

理所辖区内有 3家标准化菜市场和 5家大
型超市，每个猪肉摊位均设立了“不可食用

猪肉”回收桶，菜场里设“不可食用猪肉”回
收存储冰柜，定期由专业机构回收处置。同

时，该所派出检查人员，定期检查“垃圾猪

肉”的回收处置，如果发现原猪重量与切割
出“垃圾猪肉”的数量不相符的情况，立即采

取措施“一追到底”，直至查到全部“垃圾猪
肉”为止。该所还大力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告

知广大消费者认识“垃圾猪肉”的危害性。
2020年度，静安区成为全市无“不可食

用猪肉”流入市场的城区之一。据统计，该区

去年共计回收垃圾猪肉达 63054.1?，相当
于 315头成年猪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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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区实行严格闭环管理

一年回收的“垃圾猪肉”
相当于 315头成年猪

上海首家新能源车换电站正式运营

换电只需 秒

2018 年，上海正式启
动“一网通办”改革，实施三
年来已经成为上海的一块
“金字招牌”；如今，上海研
究制定《深化“一网通办”改
革构建全方位服务体系的
工作方案》，明确未来三年
的改革举措和工作任务，助
力城市全面推进数字化转
型。

阿拉身边的代表···风风风采采采 20
    延平路上的三和花园小区有座

三和大厦，上海市通浩律师事务所
在这里办公已经20多年。小区里的

不少居民每每见到事务所主任陆建
律师，都会亲切地和她打招呼。“作

为静安区的人大代表，陆建总是尽
心尽力地为三和花园小区的居民排

忧解难办实事，大家很认可她！”曹

家渡街道三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
艳向记者说起陆建的履职故事。

修改出入口规划
2016年，陆建被选为“撤二并

一”后的新静安第一届人大代表，她

非常了解周围百姓的生活、期盼，围
绕社会民生，认真履行职责。

14号地铁线要动工了，沪中新
苑小区部分业主既高兴，又对地铁

出入口规划存在忧虑，担心地铁出

口将来与武宁南路小区大门的人流
形成对冲，产生安全隐患。

居民们找到陆建代表反映，陆建
去现场了解情况，又多次到地铁项目

部和负责人沟通，联系政府相关部门，
查找建设规划标准，还把相关业主请

到办公室耐心倾听、讲解。经过协调，
地铁方面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对规

划图纸作了修改，这样，原本正对着小
区大门的地铁出入口，改到了和小区

大门的反方向，“门对门”变成“门背
门”，矛盾得到了化解。

过问公交车线路
2019年5月，陆建和其他几位人

大代表与小区居民座谈时，有居民提出，93路
公交车自2018年10月改道后，给他们的出行

带来很多不便：“公交车改道了，相关施工却
没进行，其他大型车在武定路畅通无阻，路边

还成了社会停车场。”
陆建到实地查看路段现场，走访93路司

乘人员，联系公交公司相关部门，了

解到，这是为14号地铁站建设而临时
改道，“但为什么没见施工呢？如果暂

时没有施工，可否先行恢复原路线？”
陆建考虑到这些均是市政府相关部门

管理的范围，就起草了一份文件，通过

市人大林洁梅代表，提出代表建议。
市交通委来看了现场，认为居民

提出的问题属实，在没有新施工计划

前，93路的确可以在武定路右转弯通
行。不过就在此时，新施工计划又被批

准下来，施工单位确定9月份开始翻交
作业，因此，93路公交车还需配合施工

继续改道。虽然93路暂时还不能恢复

原路线，但施工单位与市交通委都承
诺，一旦施工完毕，会尽早恢复原路

线。陆建说，“居民们对此表示理解，相
信地铁竣工后，出行会更加便利。”

推电子投票试点
当代表6年来，陆建深入选区，真

诚倾听，用心思考，聚焦社区治理难

题，共递交代表建议14件。
她在小区联系选民时了解到，由

于业主人数众多，涉及小区共同决策
的事项，通常都是采取书面征求意见

的方式进行表决，整个过程耗时费

力，少则一个月，多则两个月，时间成

本非常高，且选票真伪难辨。“大家希
望进行改革，我就想到了能不能运用

现有成熟的科技手段，以电子投票方
式，取代书面征求意见的方式，简化

流程，提高效率。”
2020年1月8日，陆建在静安区一

届人大九次会议上递交了“关于在静

安区率先建设业主大会 APP投票表

决系统的建议”，彻底解决

业主大会组织难的现实问
题。区相关部门表示可先行

先试，在曹家渡街道推行电
子投票试点。试点也取得了

良好效果。
本报记者 江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