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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5

    一年前的今天，上海“一网通办”总门户正式上线运行。今天上午，市政
府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总门户正式上线运行一年来，“一网通办”工作的推进
情况和主要成效，截至目前，总门户个人实名用户注册量已突破 1008万，平
台累计办件量已超 2489万件。

    在安卓软件商店， 有近百个

APP宣称“有车就能贷”“门槛低不
押车”“按揭车也可贷”， 类似宣传

在各大网站及社交平台也随处可
见。 近日，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调查发现，不少融资租赁公司进入
车贷市场，承贷人有可能面临高利

率甚至被暴力催收。

在车贷司空见惯的当下，不少
购车者会选择车贷。 但对车贷的

“坑”您了解多少？据报道，2018年
底， 广东中山的程成先生在深圳

“投哪” 金融机构旗下的 “畅快车
贷”办理了汽车抵押贷款，合同金

额 46650元， 实际到账 39680元。

还款 8期后因系统原因扣款未成
功，车贷公司在不告知的情况下把

车拖走，要求一次性还全款，加上
滞纳金等需还 57000多元。

借款 39680 元，10 个月就得

还 7万多元，即便问题不是出在承
贷方， 也可能被恶意拖走车辆，像

程先生这般遭遇的人不少。根据国
家规定，禁止从借贷本金中先行扣

除利息、手续费、管理费、保证金以
及设定高额逾期利息、 滞纳金、罚
息等。但某些车贷公司理直气壮收取高额“砍

头息”，实际到账普遍低于合同金额；设定高

利率，有的超过 24%；搞暴力催收，威胁骚扰

承贷人的老人、小孩。有的除了一次性要求结
清款项还要求支付“上门催收费”，并附有其

他苛刻的逾期责任，让承贷人苦不堪言。

“车贷”既然挖了“坑”，承贷人只要钻进
来，就是砧板上的肉。 但是，有多少人第一次

买车，在只听介绍的情况下，就能避开层层埋

伏的车贷诱惑？更何况，在宣传营销与合同签
署环节，很多平台事先并无明确告知，甚至还

刻意误导。车贷作为健康融资渠道，对社会而
言，可以促进消费，提振经济；对公众而言，可

以改善生活，满足工作等需要。但具有黑恶性
质的“车贷”，却扰乱经济秩序，影响公众的正

常消费，破坏承贷家庭的安宁生活。

不能让“车贷陷阱”任性挖，车贷乱象亟

待整治，车贷行业需要监管。不能任由一些企
业打着互联网创业的旗号，行违法乱纪之实。

这样的 APP，该清理整顿了。

15万大学生热捧她一堂医德课
沪高校唯一！ 闻玉梅教授荣获首届“杰出教学奖”

    本报讯（记者 张炯强）在前天举行的首
届教学大师奖、杰出教学奖、创新创业英才奖
颁奖典礼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闻玉

梅院士荣获“杰出教学奖”，成为上海高校中
唯一获此殊荣的教学工作者。该奖项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专门针对高等教育教学领域奖励
力度最大的奖项，其中“杰出教学奖”奖金为

100万元。

作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中国工
程院院士，闻玉梅身上的光环很多。她是世界

知名的“乙肝病毒克星”，十多年前研制了“灭
活 SARS病毒免疫预防滴鼻剂”，但她更喜欢

听到的称谓是“老师”。她常说，国家需要创
新，靠一个人不行，培养人才教师责无旁贷。

2012年，年近八旬的闻玉梅重返大一本
科生的课堂，开设了一门《人文医学导论》课

程。当时，越来越多的伤医事件、不断加剧的
医患矛盾，使闻玉梅开始思考“我们的医学生

究竟怎么看待自己的职业”。她开设的这门医
德课程，不是普通的说教，而是师生一起讨

论。第一堂课，闻玉梅就和同学们聊天，聊他
们关心的“敏感话题”。她说，曾有内科医生向

她取经如何吸引学生，因为有学生觉得外科

收入好，想要转行。“我让他告诉学生：别以为
外科医生赚钱快，但内科医生赚钱的时间长，

七八十岁看专家门诊不是照样赚钱吗？”结果
学生的回答令她有些无奈：对不起我要讨老

婆，这个时间来不及。
“对年轻医生来说，这是个现实问题，”闻

玉梅语重心长地说，“但作为医生，我们既要

解决老婆问题、房子问题，更要想明白我们一
生的价值在哪里。”闻玉梅毕业于上世纪 50

年代，她说：“老师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
要心中永远有患者。患者把生命交给我们，我

们的责任重如泰山。世界上最珍贵的就是生
命，我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影响到病人的

生命，所以你这一生既然选了医学，不管是公
共卫生，是药学，还是医疗系，你首先都应当

想到人，人的生命。”
闻玉梅向学生谈起了自己的从医经历。

她 1951年开始学医，当时觉得穿上白大褂很
神气。后来去华山医院实习，老师要求给病人

叩诊时必须把手焐热，把听诊器焐热。如果解
衣检查，检查完一定要帮病人把衣服扣好，

“老师自己就是这么做的。”闻玉梅告诉学生，

“就是这些老先生的影响，一个最初只认为当
医生威风的人，到毕业时理解了一点———病

人是帮助我们成长的。”
第一堂课，闻玉梅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此后，这门改名为《人文与医学》的课搬
上网成了共享课，赢得全国 400多所高校 15

万名学生追捧。

无论是医学人文课，还是专业课，在闻玉
梅的每一堂课上，都潜移默化地蕴含着德育

和爱国主义教育：在微生物学课堂中讲细菌
战罪行；教无菌手术时讲白求恩的故事；谈及

诺奖得主时不忘强调居里夫人热爱祖国波
兰，将自己发现的元素命名为 Po；追忆自己

的老师林飞卿抗战期间用黄豆汤代替牛肉汤
培养细菌的历史；阐述医学微生物学的魅力

时，畅想中国未来在宇宙学中利用微生物占
据一席之地。

闻玉梅常说：“我是一个步行者。尽管前
路泥泞，充满艰辛，只要目标清楚，脚步就永

远不会停止。作为一位步行者，选择了教师这
一职业，我感到既光荣又自豪！”

    10月 17日，在第六个“国家扶贫

日”到来之际，2019年上海对口帮扶
地区特色商品展销会在光大会展中心

开幕。此次展销会集中展示来自上海
对口帮扶的云南、新疆、西藏、青海、贵

州等 8省（区、市）21 个市（地、州）的
数千种农特产品。展区面积 7700平方

米，展商近 500家，还有优中选优的

“百县百品”集中亮相展会。

图为云南楚雄的展台上， 身着靓

丽民族服饰的工作人员展示精美的彝

绣手工艺品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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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通办”交出一周年成绩单
实名用户注册量突破 1008万，平台累计办件量 2489万余件

    作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深化“放管服”改

革的重要举措，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上海
率先提出“一网通办”改革，10月 17日，“一网

通办”总门户正式上线运行，今天已满一周年。

行政审批事项全覆盖
“一网通办”总门户正式上线一年来，不断

优化完善平台功能，社会受益面逐步扩大。目

前，总门户个人实名用户注册量突破 1008万，
其中户籍用户数量 489万，占全市户籍人口总

数的 33.8%；法人用户注册量超过 199万，占本
市企业法人总数的 92%。平台累计办件量已超

2489 万件，其中，“最多跑一次”办件量为

1377.1万件，占总量的 55.32%。“随申办”APP
月活跃用户数 312万，占总用户数的 30.95%。

目前，平台已接入 2035个政务服务事
项，实现行政审批事项全覆盖，不断丰富公共

服务和其他行政权力事项。其中，1400个事项
具备全程网办能力；1839个事项具备“最多跑

一次”能力。此外，平台功能也在不断完善。已
整合微信、支付宝、银联三种主要支付渠道，

对接 47项收费事项，累计缴费 887万笔，总
金额超 11.8亿元。与邮政、顺丰深度合作，能

够为 1142个事项寄送材料，累计寄件 89.6万

笔。在移动端“随申办”APP建设上，也在不断
深化，已接入 637项高频的、适合在移动端办

理的事项，持续优化用户体验。

100事项可“零材料提交”

一年来，上海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目标，
用“双减半”（行政审批事项办理时限减少一

半、提交材料减少一半）和“双 100”（推进 100

个业务流程优化再造事项落地，新增实现 100

项个人事项全市通办）全力推进业务流程再
造，提升企业群众办事获得感和满意度。

在推动“减材料”“减时限”的实施上，规定

“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材料”“能够通过数
据共享或网络核验的材料”“能够通过电子证

照库调取的证照”“能够通过告知承诺方式解
决的材料”4类材料一律不需提交。目前，全市

所有审批事项减材料已达 50.5%，100个事项
实现“零材料提交”；“减时限”达到 59.8%。

今年，聚焦群众反映突出、涉及跨部门、

具代表性的 100个事项，重点推动减环节、减
时间、减材料、减跑动，确保群众“进一网、跑

一次、能办成”。目前，100个事项中，88个已
明确改革方案，46个具备上线条件，6个已完

成改革。

让“数据多跑路”更便民
一年来，相关部门依托电子政务云，把分

散、孤立的数据汇集起来、流动起来，方便群众

办事。目前，已建成 1个市级和 16个区级数据
共享交换平台，累计实现数据共享交换 5.15

亿余次，调用国家数据 304万次。通过数据共
享，进一步精简办事材料，减少不必要的证明，

简化各类申请表格填报，让“数据多跑路”。

在电子证照归集和政务服务应用领域，
电子证照库已入库 200类、共计 7700万余张

高频电子证照。企业群众在线上办事，可直接
使用名下电子证照；前往线下窗口办事，利用

“随申办”APP电子亮证功能，可免交相应实

体证照和复印件。打造“在线开具证明”功能，
提供 22类高频电子证明服务。目前，电子证

照库调用总量已突破 4000万次，日均访问量
超 40万次，共开具 60万张电子证明。

此外，上海积极推进电子证照的社会化
应用，在交通执法、宾馆入住，以及部分服务

性行业开展应用试点。今年 9月 1日起，交警

路面查验也实现电子亮证，受到市民欢迎。

打造政务版“大众点评”

今年，新增 177项事项“全市通办”，累计
达到 364项。在全市推行“一窗受理、分类审

批、一口发证”的“综合窗口”机制。比如，徐汇
区将原先 83 个受理专业窗口整合为 18 个

“零差别受理”综合窗口，受理人员从“专科医
生”升级为“全科医生”，申请人等候时间平均

减少三分之一。又如，市公安局目前已在全市

106个派出所设立“综合窗口”，可办理出入
境、交警、治安、人口等 43项业务。

为了提升改进工作，“一网通办”实行政
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把对政务服务的评价

权交给群众，使之成为政务版的“大众点评”。
截至目前，共收到评价 21万余条，其中差评

1900条。对于每条差评，都及时分析处理，作

为改进工作的重要依据。 本报记者 李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