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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三角，电子证照给各地居民跨
省办事带来便利。预防接种电子证照，
实现全生命周期预防接种“一码通”；全
自动电子收费系统（ETC），让 J1 集装
箱货车畅行浙沪自动享优惠；电子营业
执照，让创业者在网上一日就能申领到
手⋯⋯

省际数据壁垒的打通，电子证照的
互认，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服务更智能。2020 年 10 月，全国首份
聚焦跨省互认的文件《长三角地区电子
证照互认应用合作共识》正式印发。两
年多来，长三角三省一市已实现37类高
频电子证照高效共享互认，让居民跨省
办事更“丝滑”。

近日，我们走进多个场景，感受电子
证照给居民生产生活、政府服务管理带
来的改变。

一个接种码，疫苗轻松打

前不久，没带身份证也没带社保卡，
记者走进杭州市拱墅区朝晖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全程手机操作后，略微疼痛
的左上臂提醒记者：有了数字化赋能，疫
苗轻松打。

打开“浙里办”APP 的“预防接种”
平台，记者按照提示很快就申领到了

“预防接种码”，随即在“流感疫苗”模块
就近预约了接种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
苗。第二天上午，记者通过“预防接种”
平台打开地图导航，按时来到接种门
诊，用手机扫了一下“预防接种码”，完
成了接种登记，再用支付宝刷了电子医
保卡完成缴费，无需问询、无需填表，流
感疫苗就打完了。

2022 年以来，浙江省卫生健康委
以嘉善县为试点，进行预防接种“一件
事”应用建设。嘉善县卫生健康局聚焦
个人全生命周期疫苗接种这一关键切
口，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在“ 浙里办”
APP 上线全国首张电子预防接种证照，
实现接种更便捷、更安全、更高效，如今
电子预防接种证照已经推广到嘉兴全
市和杭州。

在朝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留观
区，一年前刚来杭工作的高女士赞叹：

“流感疫苗我每年都打，以前要网上查或
打电话问哪里能打，还要带各种证件，现
在带一部手机、申领一个电子码就能打
疫苗，实在是太方便了。”打完疫苗后，

她也不再需要按着棉签给各种证件消毒
了，拿起手机就能离开。

“无纸化加快了接种速度，优化了信
息处理流程，还节省了纸张、制证机器等
资源，医护工作人员也很支持。”朝晖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胡医生说，“电子
预防接种证”在杭州上线不久，越来越多
的居民已经开始使用，医护人员也时常
提醒、宣传。

通常，每个人一生会有多本纸质证
明，包括儿童、成人、新冠疫苗、流感疫苗
等，纸质证明多、易丢失破损，携带也不
方便，在出入境、入托入学查验个人及家
人接种记录时，常常让人深感麻烦。

留观结束后，记者在门口碰到附近
居民王先生带着 6 岁的孩子来打疫苗，
工作人员提醒说，“电子预防接种证”支
持家庭成员信息互通。帮全家申领“电
子预防接种证”后，王先生发现，一家三
口以往接种疫苗的时间、地点、批次和接
种医生，都一目了然。想到下半年孩子
入读小学时，可以一键查验疫苗接种情
况，王先生连连感叹“简直太省心了！”。

不仅省心，还安全。我们曾经探访
嘉善县免疫规划智控中心，只见屏幕上
实时滚动着展示全县接种实况、疫苗供
应、冷链温度等信息。“这里可以在线监
管接种服务、人群免疫等实时信息，让群
众接种更安心。”嘉善县卫生健康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

一次注册，集装箱车
畅享浙沪两地优惠

绕车巡视，检查锁销，备齐整件，上
车启动⋯⋯凌晨 2 时，集装箱货车司机
李维东从嘉兴出发，去上海洋山港拉一
趟货，要赶在当天 8 时 30 分前送到目的
地杭州临安。

“要是去年 6 月前，我还得再提前
一两个小时出发。”李维东对我们说
道。“这是为什么？”“得多次上下高速
啊，有时中间还得走一段普通公路，这
样才有优惠！”面对我们的疑问，李维东
打开了话匣子。

绕路享优惠，这曾是在浙沪两地频
繁通行的集装箱车辆司机的一个困扰。
各省集装箱通行费优惠政策不同，优惠
范围不出省。自 2020 年 1 月 1 日省界
主线收费站取消后，往返于浙沪两地的
集装箱车辆，多采取“分段通行、分段享
受”的方法，过省界时，先去大云或姚庄
收费站“打个卡”。

就拿这趟出车举例，李维东在上海
洋山港完成提箱业务后，要从上海绕城
高速由东向西，转申嘉湖高速抵达临
安。以往，他会先在上海境内的朱枫公
路口下高速，享受上海段的高速收费优
惠，再重新上高速，行驶至浙江境内的申
嘉湖高速姚庄收费站再进行一次上下，

这样才能再享受浙江高速段的六五折收
费优惠。

高速上上下下很麻烦，若碰上堵
车，动辄耽搁一两个小时。但李维东仍
然选择中途上下高速，“以前上海杭州
每个月要跑上十几个来回，每次这样操
作大概能省下 40 多元，积攒起来可不
是小钱。”

去年6月15日起，安装并使用J1类
型ETC标签的浙沪集装箱车辆驾驶员，
只要通过全国统一的集装箱车辆服务平
台——“集优平台”完成一次车辆注册，
就不必再在浙沪省际高速路上中途上
下，可直接通行，凭 ETC 自动享两省

（市）优惠，省时又安全。
一次注册就可畅行浙沪，源自一次

用心的改革。去年，由浙江省公路与运
输管理中心邀请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及
上海市相关部门，多方共同参与制定出
沪浙两省（市）J1 集装箱车辆跨省通行
的预约优化方案，仅用 1 个月时间就完
成了系统改造。

“利用数字化赋能，我们在系统中增
加一个代预约功能。”交通规划设计专家
赵晓磊表示，通过技术融合，实现了往来
浙沪间的集装箱车辆信息、预约信息互
通共享，一举打破了预约难、预约率低的
痛点。

自系统升级以来，浙江与上海交界
的嘉善、姚庄、新仓等收费站出口集装箱

车辆临时上下明显减少。有统计数据显
示，仅半年后，浙沪边界集装箱车辆临时
上下数量就减少了约 50%，其中姚庄收
费站减少约80％。

一天到手，电子营业
执照快速申领

如果说公路运输一头连着民生保
供，一头连着企业生产，是支撑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大动脉”，那么街边小
店能否恢复元气，直接关系百姓的生
活和就业，是关系经济复苏的“毛细血
管”。

开一家小店必须申领营业执照，而
全程无纸化、电子化办理，让这一步骤更
加便利、简单。我们来到嘉兴的一个市
场监督管理局办事大厅，工作人员小钱
介绍，随着数字化改革越来越深入，很多
业务不再需要群众跑到现场办理，“浙里
办”APP 的“市场监管业务办理”平台远
程就能方便办。

“要开一家小店，申领电子营业执照
容易吗？”面对我们的问题，工作人员建
议我们打开“市场监管业务办理”平台亲
身体验一下。

打开“浙里办”APP 的“市场监管业
务办理”平台，点击“企业开办”，按照界
面提示，我们发现可以一键填写经营场
所详细地址、管辖单位等信息，“在下个

界面自主申报市场主体名称、填写营业
执照申请信息并上传身份证、经营场所
证明等材料照片，很快就能完成申请。”
小钱介绍。

“最快有多快？”小钱告诉我们，“各
类市场经营主体的申领要求不同，材料
提交无误、预核通过后尽快完成签署，基
本都能一天申领到手。”

对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申领营业执
照的要求，小钱如数家珍：“比如开一家
面积不到50平方米的小食杂店，因为浙
江‘三小’行业实行备案制，在申领营业
执照的同时通过‘多证合一’一并采集备
案信息，无需另行办理许可证。群众在

‘企业开办’模块填好申请并提交，我们
通过内部审核系统网审查申请材料，若
无误就会即刻预核通过，并自动发送短
信至申请材料签署人手机号，申领人根
据短信提示操作提交电子签名，系统后
台审核通过后，申领人就能马上下载电
子营业执照。”

如 果 还 想 要 纸 质 营 业 执 照 怎 么
办？“这一点市场监管部门也考虑到了，
在网上填写营业执照材料申请时有‘是
否申领纸质执照’和‘是否邮寄’的选
项，若全部选择‘是’并填写邮寄信息，
纸质营业执照即可免费邮寄到家！”小
钱说。

除了申领营业执照，在“市场监管业
务办理”平台，各类市场主体还能全程电
子化办理“变更备案”“注销一网服务”

“名称自主变更”“股权出质”等各类高频
办理事项。“其实不仅是在嘉兴或长三角
地区，‘市场监管业务管理’在全世界有
网络的地方都能上‘浙里办’来办理。”小
钱最后补充说。

数字赋能长三角，记者走进各类应用场景——

感受电子证照的“丝滑”
本报见习记者 葛雪琪 本报记者 顾雨婷 共享联盟·嘉善 王洁

对于在浙江生活的老百姓而言，这
两年在衣、食、住、行等多个方面越来越
感受到了数字化带来的便利。2021年，
浙江全面启动数字化改革之后，“云办
事”“云生活”在各地已经越来越常见。

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数字
长三角建设为三省一市互联互通打开了
新通道。在由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
嘉善共同组成的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数字化打破行政边界，办事“一网”通，生
活“一卡”通，正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现
实场景。

近日，我们走进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体验这“一网”“一卡”带来的便捷。

5分钟，轻松解决落户

转户口一直是在外地求学、工作的人
“又爱又恨”的事——很多时候它意味着
我们的人生走向了新的阶段，但繁琐的手
续却总是让人感觉到头疼。我们来到嘉
善县公安局，办事民警告诉我们，长三角
户口迁移手续可以直接在线上办理。

“不需要去户籍所在地拿材料？”我
们疑惑地问。就在几年前我们中还有人
在长三角内转过一次户口，当时准备了
包括身份证复印件、准迁证在内的多份
纸质材料，手写了许多信息而且要保证
一字不差。最后还因为缺少材料而多跑
了一趟。而当时几乎所有大中专学生转
户口都必须经过同样繁琐的流程。

在办事民警的指点下，我们打开“浙
里办”APP 搜索“户口”这个关键词，便
看到了“长三角户口迁移”。点击进去，
里面有不少选项，包括非长三角区域工
作调动户口迁移、大中专院校毕业学生
户口迁移、大中专院校录取学生户口迁
移、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父母投靠子女户
口迁移。嘉善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教
导员高海钢告诉我们，这 5 类跨省通办
工作已经实现“数据全程跑”替代“人工
折返跑”。

“所以，我们要做的只是填写资料，
之后就进入户籍办理流程了，是吗？”“是
的！你们在上面提交好，我们会帮助处

理的。”高海钢说。
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情，还是上海户

口的同行者尝试了一下流程。在人脸识
别过后，界面很快跳转到资料上传、填写
的界面。在准迁证、毕业资料等材料齐
全的情况下，她只花了不到 5 分钟就填
好了所有信息。办事民警告诉我们，这
些材料提交上去，一天内就会有结果。

在办事大厅，我们遇到了同样刚刚
准备就业落户的周女士。她也享受到了

“一网通办”的便捷——只要准备好材料
拍照上传，之后就是等待户口迁移完成
的消息。“前面我材料不合要求，很快就
有人就联系我，只要补全材料重新上传
就可以办好了。”周女士感慨，以前她朋
友说办理户口特别麻烦，现在这些杂事
数字化技术都帮忙给干好了。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推进，
三省一市之间人员流动愈发频繁，“一网
通办”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
利。去年以来，嘉善公安局开具长三角
区域户口迁移证件 4517 件。看似不起
眼的数字背后，省下的是办事人员要跑
的遥远路程。

20天等待，压缩成一日

如果说户籍相关的跨省服务，是人
们次数不多的“甜点需求”，那么医保服
务就是提供给长三角地区群众的“主
菜”，大家的获得感明显也更强。

在嘉善县医疗保障局医保局，改革
发展和医药服务管理科科长赵烨告诉
我们，嘉善有一些市民喜欢跑去苏州市
吴江区黎里中心卫生院看骨科特色门
诊，前年去看病的嘉善参保人就诊达
5000 人次，占当地总就诊人次的 75%
以上。

过去，要在嘉善报销吴江医疗开支，
需要准备病历、整理发票，然后跑去线下
办理。这些既定流程，他们跑了一年又
一年。但去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如今，
在“浙里办”嘉善县板块里，依托区块链
技术的“区域协同万事通”已经实现了长
三角示范区医保线上报销。只需在手机
上点几下，便能调出市民在嘉善、吴江、
青浦三地包括病历、发票等所有就医记
录，之后只要线上申请报销即可。

“以前办报销要 20 多天，现在只要
一天就能报销好！”赵烨说。

为什么异地报销在过去难以实现？
赵烨说，病历、电子票据等资料涉及个人
隐私，而跨省访问数据往往涉及多道权
限关口，若是开放了权限，数据安全问题
则得不到保证。因此，即便互联网已经
发展了那么多年，之前的异地报销还是
得“线下跑”。那么在“区域协同万事通”
上又有何不同呢？嘉善县政务数据办总
工程师潘高峰给我们解惑说：“现在我们
用了区块链技术，具有可追溯、不可篡改
的优势，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实现
数据的互通。”

目前，“区域协同万事通”平台已打
通包括青浦区中医医院、吴江区第五人
民医院及嘉善县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在内
的18家医疗机构，年均将惠及示范区三
地零星报销参保人1.5万余人次。

“创新、集成、贯通、融合，是‘区域协
同万事通’的设计理念。”嘉善县政务数
据办改革指导科科长费捷认为，这八个
字正是“一网通办”工作能够便民利民的
原因。

70 余项服务，一张
社保卡全搞定

办事“一网”通，生活“一卡”通。在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只要凭一张社保
卡，便能享受借阅书籍、公交出行等多项
便捷服务。

走进嘉善县图书馆，就会听到门口
保安的提醒：“可以直接使用社保卡刷卡
进门。”而这个社保卡，指的是嘉善、吴
江、青浦三地的社保卡。

“在吴江、青浦借的书，在嘉善图书
馆也可以还。”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介绍。
2021 年 6 月上旬，嘉善县图书馆、上海
市青浦区图书馆、苏州市吴江区图书馆
率先实现三地“城市阅读一卡通”同城待
遇，凡持有三地第三代社保卡的读者，只
要拿着社保卡或电子社保卡，就可以免
押金借书、异地还书。

点击“浙里办”的“一卡通”专区，我
们发现已有70余项服务上线，覆盖了景
区入园、图书馆、博物馆入馆、就医购药
等线下使用场景。

“一卡通”还特别给老年人提供了贴
心服务。去年，嘉善县依托社保卡率先
推出长三角“敬老通”应用，涵盖出行、文
旅、养老等多个方面的服务内容。

69 岁的施元斌是江苏人，退休以
后，他便跟随子女来到嘉善定居，每天他
的“工作”就是接送上学的小孙女。收到

“敬老通”集成进社保卡的短信后，他开
始使用社保卡乘坐公交车，每趟可以省
下 1.5 元。“我的江苏社保卡现在也能享
受嘉善优待老年人待遇，一天 4 趟算下
来，我一个月能省 120 元，实在是太好
了。”说到这里，老人很开心。

公共交通额外办理老年卡太麻烦？
社保卡一刷，只要付四分之一的钱便可
以乘车。老年人退休后太无聊？现在，
包括嘉善西塘等旅游景区在内的 30 个
文旅场所，社保卡可以打折入内，目前已
有 3.31 万人次老年人受益。老年人生
活不便利？目前，“敬老通”集结了94家
合作银行服务网点、120 家社区生活商
户和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满足老年人家
政、理发、购物等常见需求，当前已上门
服务 2200 多人次、社区服务 1.6 万人
次。日前，“敬老通”还在全国人社部工
作会议上被点名表扬。

数字化改革的成果如何跨过“数字
鸿沟”惠及老年人？将改革成果融进老
年人能接受、会使用、常使用的社保卡
中，是嘉善给出的答案。在不久前举行
的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建设三周年工作现
场会上，“敬老通”
得到了多方认可，
将逐渐在示范区内
复制推广。

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体验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办事“一网”通，生活“一卡”通
本报见习记者 朱柳霖 本报记者 顾雨婷 通讯员 宋依依

朱柳霖

葛雪琪 顾雨婷顾雨婷

嘉善县政务数据办改革指导科科长费捷给记者展示“区域协同万事通”应用后台。 本报见习记者 朱柳霖 摄

扫一扫 看视频

扫一扫 看视频

在S12申嘉湖高速姚庄出口临时上下的大货车已明显减少。 拍友 郁彩明 摄记者在“浙里办”APP上预约疫苗接种。

一窗通办的便民服务中心公安专区。本报见习记者 朱柳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