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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系统 手指轻轻一点让群众少跑腿

等审批、办房本、身份证补办、生活缴费……
这些政务服务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很多时
候，由于政务服务的工作流程较繁琐，涉及的单位
较多，人们往往要跑许多单位才能办成一件事。
如今，为了让政务服务再提质，让精细化管理落到
实处，我市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改革让群众少跑腿，
把智慧应用运用到政务服务中，尽显为民服务的
初心。

5月 10日，在位于
玉泉区政务服务中心
的“24小时政务服务自
助超市”，一位市民在
自 助 办 理 身 份 证 业
务。在这里，市民不仅
可以自主办理身份证
的补办，还可以自助办
理住房公积金业务、自
助打印执照、自助办理
发票等。呼和浩特晚
报记者看到，在身份证
补办系统中，市民可直
接按照机器上面的指
示进行操作，全程有指
导。与此同时，工作人
员也会在一旁协助市
民进行各类自助事宜
的办理，这让老年人感

觉十分方便，既能省去窗口办理的时间，又能快
速解决问题。采访中，玉泉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介绍：“我们的自助超市把税务、医保、社保、
公积金、不动产登记、交管业务、水电气暖缴费
等三十余项服务的自助终端纳入政务服务大厅，
满足企业和市民的业务办理需求，提升政务服务
效率。”

在日常政务服务办理中，“蒙速办”App的运

用已十分普遍。“还记得五年前，我申请俱乐部时
跑了好多相关部门，每个部门都需要填写相应的
申请表，最终办理下来后差不多经历了一年时间，
很费劲。但现在不同了，我只需要在‘蒙速办’
App上搜索‘我要开办体育俱乐部’，就能找到开
办俱乐部前需要填写的所有表格，完全不用在各
个单位之间跑来跑去。”市民格日勒说。

为方便群众办理公积金业务，“蒙速办”App
从去年新增了“提前还清全部公积金贷款”“公积
金贷款还清证明打印”“对冲偿还其他行业中心贷
款”和“对冲偿还商业银行贷款”4项业务。市民王
小茹说：“此前我办理过提前还清全部公积金贷款
业务，办理过程非常复杂。首先得提出申请，由公
积金中心相关办理人员签署同意申请、递交材料，
再去银行还款等。如今能在线上办理业务，加快
了办理速度，更便民。”

近年来，我市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为主线，以数字政府建设为牵引，以“互联
网＋政务服务”改革为抓手，以经营主体和办事群
众需求为导向，积极推动政务系统互联互通、信息
共享和业务协同，实现企业和群众办事线上“一网
通办”，线下“只进一扇门”，现场办理“最多跑一
次”，同时依托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推广电
子证照，实现了部门间数据共享，让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真正构建起政务服务“一张网”，打造
更加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让群众、企业办
事更加顺畅舒心。

通过自助办理身份证智能设备办理身份证

数字社会服务优化尽享智慧生活

“一扫上面的二维码就可以查到这些食材的
价格、检验检疫情况、重量等等，很方便，也很放
心。”5月 11日，在宝全农贸市场前来购物的市民
络绎不绝，市场里的广播时不时地响起收款的声
音，在一家牛羊肉铺前，市民马先生指着购物小票
上的二维码对呼和浩特晚报记者说，以前买菜、买
肉老板只说多少斤、多少钱，根本没有购物小票，
但是现在市场也像超市一样，有了购物小票，不仅
能查看各种信息，还可以扫描小票上的二维码对
商户进行评价。

事实上，除了各个商铺安装了电子台秤之外，
宝全农贸市场智慧农贸系统平台也早已投入使
用，前来购物的市民还可以通过市场入口处的设
备查看、查询市场客流量，快检食品数据、商户销

售额等，不仅为前来购物的市民带来了极大的便
利，也让市场管理变得更加智慧。“商户销售商品
的价格波动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一旦有哄抬物
价的行为，系统会自动预警，市场管理人员就会到
现场了解情况，督促商户整改。而且通过系统，公
示大屏会显示当日交易商品前5名、交易商户前5
名以及客流量等等，我们可以根据客流量的变化，
随时有针对性地增加消杀频次，掌握消费者的需
求，更好地配置相应的资源，从而有效节省市场的
管理成本。”管理员说。

5月 10日，在中山西路悬挂着的智能停车指
引屏上实时显示着附近停车场的位置及车位余
量，不少市民按照指引屏的提示进入停车场，顺利
停好车辆。“有了这个指引屏特别方便，一目了然，

不用一个停车场挨着一个停车场地找停车位。”市
民张蔷说。而除了中山西路上的智能停车指引屏
之外，市民通过爱青城App也可以查找停车位。

“我用爱青城App停过车，它会显示附近哪里有停
车位，是收费的还是免费的，虽然不是实时的，但
对于找车位的人来说也比较方便。”张蔷说。

数字社会化服务不断提升，给市民的生活带
来了更多的便利，也让城市管理变得更加智慧。
而随着城市大脑3.0的上线运行，爱青城App建设
更加完善，服务也更加流畅，社会基层治理也更加
准确、全面。截至目前，爱青城App市民版累计上
线便民服务事项超 160余项，注册用户近 122万，
达到首府 345万人口的三分之一，最高日活用户
近40万，“一部手机走青城”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数字化带动城市经济更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不仅给市民生活带来了便利，也让

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坐上”了光纤。作为“东
数西算”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和林格尔
新区被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布局中，为
呼和浩特数字经济发展搭建了新平台、提供了
新机遇。

在和林格尔新区内蒙古高性能计算公共服务
平台“青城之光”的机房里，高速运转的设备闪烁
着红色、绿色的灯光，嗡嗡……嗡嗡……的声音隔
着玻璃也听得清清楚楚。作为“超算”界的一匹

“黑马”，“青城之光”刚建成运营不到一年就跻身
中国运算能力最强的超级计算机行列，如今更是
为和林格尔新区各类基于“超算”基础的科研、创

业、成果转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内蒙古同方
探索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星海表示：“超算平台
对于基础的科学研究都有帮助，基础科学研究的
提高反馈到经济领域后，能够延长相关产业链、增
加就业人数。”

据悉，自“东数西算”工程启动建设以来，和林
格尔新区抢抓国家战略实施的有利契机，围绕打
造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绿色算力中心，聚焦“数
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积极构建数字经济发
展新体系，数字经济规模体量和贡献率持续提
升。目前，和林格尔新区已经开通了国家互联网
骨干直联点、国际互联网专用通道，总出口带宽达
51.8T，与国内 18个主要城市实现了直连，与北京

互访时延仅为 10毫秒左右，已形成了内联全国、
外接俄蒙及欧洲的高速宽带网络和国际通信业务
通道。

结合内蒙古得天独厚的能源优势，风电、光
电等绿色能源量大、价低，把绿色电力输送给绿
色算力，为国家提供绿色算力，打造绿色算力供
给者，和林格尔新区将不断推动数据中心建设。
和林格尔新区企业发展中心主任郭菊颖介绍，
2022年和林格尔新区数字化经济平台运维营业
额是 120亿元，计划在“十四五”末数字品牌价值
化要达到 200亿元，在强首府工程中贡献和林格
尔新区力量，同时也为十万大学生留呼工程提供
就业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