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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今年新增“12件事”一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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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午，在上海工

作生活的浙江户籍居民徐
先生来到上海市公安局杨

浦分局大桥派出所，仅用
3分钟就为新出生的女儿

成功申请了长三角区域跨
省新生儿入户业务，成为

这项新政施行后的首位在

沪申请人。
徐先生欣喜地对窗口

民警说：“我们夫妻不用再
为给孩子上户口特意回趟

老家，这项政策真是太给
力了！”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
今天开始，长三角区域户

籍居民均可在实际居住地
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新生儿

入户，不再需要来回奔波。
这是沪苏浙皖四地警方推

出的又一项便民服务举
措，将有力提升长三角区

域公安政务服务水平，更
好地服务于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据上海市公安局人口

办副主任张展宇介绍，凡
是在上海市及江苏、浙江、

安徽省全域内出生并取得
《出生医学证明》、父母双

方或一方为四地户籍居
民、随父或随母在长三角

区域家庭户内申报出生登

记的新生儿，均可提出跨
省（市）新生儿入户申请，

符合办理条件的，即可签
署《长三角跨省（市）新生

儿入户承诺书》，留存邮寄
信息及联系方式并提交办

理材料原件，主要包括：新
生儿父、母《居民身份证》；

新生儿父、母《居民户口
簿》；新生儿父或母《结婚
证》；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等相

关证明材料。
实际居住地公安机关收取证明

材料原件后，扫描成电子文档进入
本地业务办理系统，同时将申请信

息及电子版材料流转至拟入户地公
安机关。实际居住地公安机关将暂

时留存《居民户口簿》和《出生医学

证明》原件，其他材料当场退回。
拟入户地公安机关在收到申

请办理信息及相关材料后，根据拟

入户地新生儿入户政策规

定，在 2个工作日内完成
审核并反馈结果至实际居

住地公安机关。实际居住
地公安机关在收到反馈确

认信息后，1 个工作日内
电话通知申请人前来办理

入户信息确认手续，并领

回《出生医学证明》原件正
联，副联由实际居住地公

安机关保存。如果入户申
请不符合拟入户地的入户

政策规定，则需申请人返
回户籍地申请办理。

申请人办理确认入户
信息手续后，拟入户地公

安机关将为新生儿办理入
户，并将包含新生儿户口

的新户口簿邮寄至申请人
指定的收件地址，旧的户

口簿将由实际居住地公安
机关收缴并销毁。

上海市公安局新闻发
言人办公室庄莉强警官表

示，下一步警方将继续推
进公安户籍管理“放管服”

改革，不断优化业务流程。
在相关技术支持完成后，

将以“当场打印”替代“缴
旧寄新”，即由实际居住地

公安机关直接在原户口簿
上打印新生儿户口信息

页，不再在收缴旧户口簿

后邮寄新户口簿，真正实
现长三角区域新生儿跨省

（市）入户全面信息化办
理，也为后续在全国范围

内实现“跨省通办”打下
坚实基础。

另据警方介绍，2016
年以来，在长三角警务一

体化框架下，沪苏浙皖四
地公安机关不断拓展政务

服务一体化的广度和深度，相继推

出 10项长三角区域高频户籍业务
跨省（市）通办便民服务措施。具体

包括：户籍事项证明，居民身份证
首次申领和补换领，工作调动、“人

才类”落户人员、大中专院校录取
学生、大中专学生毕业、夫妻投靠、

父母投靠子女、子女投靠父母等户
口迁移，以及今天推出的新生儿入

户跨省（市）通办便民措施。

首席记者 潘高峰

    一辆新能源电动汽车，出行成

本仅相当于传统燃油车加油成本的
27%，但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充电不

方便！“碳达峰、碳中和”少不了新能
源车，“充电难”又如何破解？

今天上午，上海中心城区首个
大型公共充电站———黄浦区龙华东

路公共（出租车）充电示范站建成投

运，日均服务能力 480辆；日均减少
碳排放 1.02 吨，年均减少碳排放

372.3吨。

“低碳出行”有保障
黄浦区龙华东路公共（出租车）

充电示范站，就在鲁班路龙华东路

北侧，占地面积 5333平方米，车辆
停放区域面积 2400平方米，有 20

台 120千瓦直流充电桩，每台充电
桩有 2个充电插头。“这里可同时满

足 40辆电动汽车充电，按 2小时一

轮充电计算，日均服务能力 480辆，
有效缓解中心城区出租车及周边老

旧小区电动车充电困难。”黄浦区建
管委党工委书记、主任高浩中说。

这个充电站，从规划到施工，靠
的是各方合力推进。市交通委制定

专项规划，国网上海市区供电公司

承担场地内全部充电设施建设。在

充电站可以看见，除了直流充电桩、
车辆识别进口闸机外，还涉及诸多

供电配套服务设施；市区供电公司
围绕充电站的静态数据、动态数据、

在线指标、用户评价及服务水平五
个“建设维度”精心配置站点服务设

施。

一个目标是，让新能源车“低碳
出行”有保障，让出租车司机不再为

开到半路“没电了”发愁。

“能量驿站”有温度
充电站里，特别配置了“能量驿

站”———休息室、洗手间、自热直饮

水、微波炉、自动饮料售卖机、餐桌，
一应俱全，为车辆充电，也为驾驶员

体能“充电”，便捷、贴心、有温度。
有温度的“能量驿站”，只是精

细化管理的一个细节。黄浦区地处

中心城区核心区域，交通繁忙、人口
稠密、对文明施工要求高，建设大型

地面充电站，如何便民不扰民，管理
精细化？黄浦区交通委牵头市道运

局、五里桥街道、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共同参与居民协调；供电、公安、

大桥公司联手启动工程建设；从市

政施工到市区供电公司完成充电设

施建设，切实保证了为民服务工程
“不扰民”。

“后期运维”有品质
价格，总是让人关心的话题。
在充电站，峰时段充电单价

1.512元/千瓦时，平时段 1.162元/

千瓦时，谷时段仅为 0.87元/千瓦

时。这样的错峰定价，可有效引导司
机优化选择合理充电时段，促进新

能源消纳，保障区域供电平稳有序。

错峰定价，也只是“有品质”运
维的一个环节。据黄浦区建管委副

主任王文红介绍，充电站采取“7×

24”小时网格化运维，可通过“联联

充电”、“E充电”等 APP扫码充电
付费，智能便捷；同时，通过车联网

平台智慧监控，远程启停、功率调节
和分时段价格机制，实现削峰填谷；

今后充电站还将提供手机预约充电
等服务。

未来，黄浦区将持续推进公共
充电设施的建设和普及，着力打造

“便捷、高效、绿色”综合交通体系，
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首席记者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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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心城区
首个大型公共充电站亮相

可同时满足 40辆电动汽车充电

减环节 减时间 减材料 减跑动

    本报讯（记者 解敏）“过去办
理居住证，要跑好几个部门，开证明
难，等待周期长。现在把几个以前需

要单独办理的事项整合成了‘一件
事’，全程线上办理，太方便了”。

2020年，上海“一网通办”推出
小孩出生、医疗付费、企业职工退休

等日常需求大、频率高的“15件事”，

办件量迄今近 200万件，相关改革经

验被国务院推广。今年又选取重点领

域的“12件事”开展业务流程再造，
目前已全部上线运行，进一步提升企

业、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大力推行“四减”

简化优化业务流程
市政府办公厅政府职能转变协

调处介绍，这“12件事”改革从“减

环节、减时间、减材料、减跑动”入
手，最大限度简化优化业务流程。

今年 9月 27日，居住证办理
“一件事”正式上线。前期，市公安局

先后完成 40余个系统数据接口联

调测试，实现部门间信息的互联共
享。居民如需办理居住登记，新办居

住证、变更居住登记地址等相关事
项，只要拿出手机即可随时随地在

线办理，材料齐全，符合要求即可实
现一次办、零跑动。截至目前，居民

群众通过居住证办理模块，办理相
关事项已经超过了 17.91 万次，平

均用时仅有几分钟。

以往居民在线上办理公安部门
主管的居住证业务和房管部门主管

的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业务需要
登录不同的界面，也无法查询办理

进度。现在居住证办理“一件事”提
供了统一入口，可以跨部门办理与

居住证相关的事项，并且提供办理

进度查询，线下办理查询、政策解
读、智能问答等扩展服务。

居住证办理“一件事”还创新性
地首次推出亲属关系承诺制，以往

居住在近亲属自购或租赁住房的境
内来沪人员，申办居住证时需要到

户籍所在地开具近亲属关系证明，
实行亲属关系承诺制后，线下申请

时，申请人按格式填写并提交亲属
关系承诺书即可。网上申请时，由系

统自动生成电子亲属关系承诺书，
申请人按要求填报信息并签名确认

即可，大大降低了来回跑动所花费
的时间成本。

打通数据壁垒
“绿皮车”变“和谐号”

少跑一次，甚至“零跑动”的背
后，离不开政府部门之间的高效对

接以及全链条数据赋能的支撑。“12

件事”通过数据共享、互联互通，跨

部门协同，从优化申请端体验到赋
能政府端治理，不断提升管理服务

的整体效能。

残疾人保障金征缴“一件事”归
集了市税务局、市残联、市场监管

局、民政局等 7个委办局，涉及 3.45

亿条残疾人相关数据。要实现 1.5

万跨地区残疾人就业信息跨地域互
信互认，靠的是精准集成残疾职工

人数审核、残保金申报缴纳和超比
例奖励等事项的线上办理功能。

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
企业经办人员申报残疾人保障金因

情况各异、材料繁多办事效率低下。
“一件事”上线后，就像“绿皮车”升

级到了“和谐号”，用人单位登录“一

网通办”，就能在线办理残疾人就业
情况申报、残保金申报缴费、超比例

奖励申请等事项。全程网办、无人工
干预、大幅精简办事材料，还为无需

申报残疾职工人数的单位提供了缴
费直达快速通道。此外，通过大数据

决策分析，残疾职工的类型、行业、

岗位、学历、工资情况分布等数据形
成可视化，为用人单位描绘出一幅

直观的残疾人就业画像，为优化帮
扶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撑。

近年来，上海坚持将推进“高效
办成一件事”作为“一网通办”改革

的一项制度性安排，列入每年的市
委市政府重点工作。市政府办公厅

政府职能转变协调处介绍，今后，
“一网通办”还将继续优化完善今年

新上线“12件事”的运营管理，按照
事项扩容、适用范围拓展、受益人群

延伸、办理体验优化的目标，推动
“一件事”从“能办”向“好办”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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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支持资金申请

公共信用信息修复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缴

支持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

居住证办理

企业招用员工（稳就业）

社会救助

校车使用许可

职业健康

一般项目挖掘道路施工

船舶开航
企业高频证照变更联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