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借书、我买单还有免费配送，有
这等好事？别说，还真有。近日，由青
岛市市南区文化新闻出版局打造的“青
岛市市南区图书馆云阅系统”互联网阅
读服务平台上线试运行，这是市南区通
过搭建面向市民的手机查询、订购图书
服务平台，实现线上自主订购、线下统
一配送的阅读服务新模式，首度打破书
店与图书馆的服务界限。

据悉，“青云图”首批将投放 6000
册次书籍用于订阅体验，读者在网上下
单借阅，3 天之后，快递将书籍免费送
到读者手中，这一模式在青岛尚属首
例。上线仅仅两天，已经有 360 名读者
下单订阅了470本新书。

一般来说，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对象
为借书群体，书城的服务对象为购书群
体，而这两大群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

重合性。为此，“青云图”有针对性地推
出了“你借书、我买单、免费配送”项
目，参与的读者只要具有青岛各区市图
书馆成人读者证或少儿借阅证，登录

“青云图”平台，就可借阅自己喜欢的图
书。“快递费由政府买单。”市南区图书
馆馆长王鹏告诉记者。

在手机上关注市南区图书馆或市南
区旅游局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登录

“青云图”平台。进入登录页面，最明显
的位置标有“你借书·我买单·免费配
送”的字样，点击进入，就可以看到各
种分类图书，有少儿读物、文学、哲
学、经济等。记者试了一下，通过登录
市南区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青云图”
平台，两分钟之内就搜索到 《青铜时
代》 和 《哲学的慰藉》 两本图书，并下
单订阅。

在新华书店书城也设置了“青云
图”服务点，扫描二维码登录就可以
享受“青云图”各项线上服务。而且
书城还配备了图书通借通还设备，可
以现场办理全市各大图书馆通用的借
书证，从而实现买书、借书、还书一
站式服务。据悉，为方便读者还书，
下单订阅的图书到期后，读者可以在
全市 78 处图书馆还书，这些图书馆包
括 13 处公共图书馆和市南区的 65 处社
区图书馆。

除了“你借书、我买单、免费配
送”项目,“青云图”首页还设有馆藏查
询、有声读物、电子图书等 6 个模块。
点入“馆藏查询”，可以在市图书馆、市
南图书馆、胶州图书馆等各图书馆查询
书目，“这个项目是面向全市读者的。”
王鹏介绍。而在“有声读物”中，则可

以直接选择书目进行免费收听，非常
方便。

说起“青云图”的优势，市南区文
化新闻出版局工作人员表示，公共图书
馆和社区图书馆开放时间、服务距离、
阅读承载量等受到一定限制，不能完全
满足读者的现实阅读需求，而“青云
图”借助互联网技术平台，创新了公共
文化资源配置方式，整合全市公共图书
馆的各种数字资源和新华书店书城的数
据库，推出书库检索、信息查询、网上
续借等智能化服务功能，并收录大批电
子书和有声读物，使读者能够直接通过
移动客户端随时随地检索、查找和获取
海量信息资源，打破了公共图书馆固定
场所的时空限制，拉近了图书与读者之
间的距离，填补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空
白，开创了全民阅读的新模式。据王鹏
介绍，目前“青云图”书库共有 1 万余
种图书可供读者选择。

据介绍，作为市南区构建全域阅读
服务网络的关键环节，“青云图”将公共
图书馆服务渠道、“啡阅青岛”图书馆项
目两大线下资源整合起来，形成了三环
闭合、互联互通、辐射全域的全民阅读
服务体系，使公共图书馆服务功能从线
下延伸到线上，扩展了公共图书馆的服
务半径。

青岛市市南区：

“互联网+”助力全民阅读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刘春梅

12 月 19 日一大早，广东省佛山市
市民梁业明就来到位于禅城区魁奇路的
自然人“一门式”服务大厅办理二手房
买卖手续。“我以前看朋友卖房，光办相
关手续就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还得跑房
管所、税务局等多个部门，特别麻烦，
可是现在办起来简单多了。”梁业明告诉
记者，过去网签后的核价就需要 3 个工
作日，拿到结果后去税务部门交税，又
要等上 7 个工作日，之后才可以办证，
而现在所有事项都在这个政务中心办
理，核价只需半个小时，交税只需45分
钟，20个工作日后就可以拿到新的房产
证了。

这一变化源自佛山禅城区 2014 年 3
月启动的“一门式”政务服务改革，即
把涉及多个办事大厅的服务事项向一个
行政服务中心集中，群众办事时，从跑
多个部门、走多个流程，简化为在一个
中心或窗口办结。

禅城区委书记刘东豪表示，传统的
行政管理模式，呈条状垂直管理和块状
分级管理，以复杂的界面向群众提供服
务，容易造成群众办事不知找谁办、不
知怎么办的难题。“一门式”行政服务体
系带来的变化和智能手机很相似：后台
系统很复杂、功能很强大，但给用户的
界面很简单清晰。这就意味着，“一门
式”改革要实现对内改革“做加法”、对
外服务“做减法”。

何谓“做减法”？记者在大厅看到，
过去计生、国土、人社之类的专业窗口
已经撤掉，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 36
个综合服务窗口。禅城区行政服务中心
副主任丘少锋告诉记者，禅城对行政服
务中心动了“大手术”，将各职能部门的
专业办事大厅整合到行政服务中心大厅
一个“口”，将过去以部门业务划分的

“专项业务办理窗口”合并为“综合服务
窗口”，授予每个综合窗口相同的职能，
对接政府的所有行政审批服务。群众办
事无需在多个大厅、多个窗口之间来回

奔跑，办事“只认窗口”“不认面孔 （部
门） ”。以镇街为例，原来在 10 个大厅
共76个窗口办理的300多个事项，现在
减至 4 个行政服务中心共 61 个窗口办
理。据统计，“一门式”改革后，群众办
事平均等候时间由原来的 10 至 15 分钟
减少为 5 至 10 分钟；“立等可取”事项
由 30 项增加到 78 项，业务量占比达
60%，群众满意度达99.93%。

“做减法”也为企业法人带来了更大
的方便。不同于魁奇路的行政服务大
厅，为法人提供服务的智慧新城行政服
务中心显得冷清许多，仅有的几位办事
人员都在宽敞的自助办理区网上填表申
报。据禅城区法人“一门式”办公室副
主任李有亮介绍，法人“一门式”行政
服务体系构建了“线上受理、网上审
批、一口办结”的行政审批新模式。“法
人办事现在只需三步：法人通过网站扫
描上传相关证件；办公人员通过网上材
料直接审批并打印审理意见；大厅服务
人员检查纸质材料，若与网上材料相
符，即可在 25 分钟以内为企业办结事
项。”李有亮说。

目前，法人“一门式”行政服务体
系已实现一窗办理 441 个事项，一门办
理 570 个事项，超过六成事项可在网上
办理。2015 年 8 月，禅城核发了全国首
张符合国家“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十
八位编码标准的营业执照。

那“加法”又是如何做的呢？“把简
单带给群众和政府、把复杂留给信息技
术。”正如刘东豪所言，“一门式”改革
并非一蹴而就。据悉，禅城区对政府审
批事项进行了全面梳理，整理出负面清
单、权力清单和监管清单，厘清部门职
责权限，并形成统一办事标准，清晰告
知部门“哪些事项应该入门”、窗口工作
人员“事情应该怎样办”，市民“在基层
行政服务中心可以接受什么服务”。

为了减少审批过程的主观性、随意
性和差异性，实现一审一核、即办即

审、无差别审批，禅城区还制定了前台
受理业务标准、前后台办理流程标准、
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数据标准三个标
准，形成“一门式”服务的标准化操作。

事实上，在“一门式”改革过程
中，部门之间资源难共享、业务难协同
和系统难互通曾经是突出的难点。以此
为突破口，禅城“一门式”综合信息平
台通过后台系统横向对接、纵向跳转等
技术，将原来分散的 10 多个部门的 24
个审批服务系统联结在一起，实现了多
部门业务协同办理和信息互联共享。运
用信息化手段，禅城成功促成了审批权
限的下放，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

目前，禅城区作为广东省电子政务
畅通工程试点，已搭建起全省统一的数
据共享交换平台，实现了省市区三级联
通，且预留了标准的数据接口，在技术

上具备有效支撑与上级系统对接的条
件，可根据实际需要实现与上级审批工
作的对接。

值得一提的是，“一门式”行政服务
体系改革还带来了一项收获，即数据
库。据介绍，禅城区在服务项目中引入
了高拍仪、二代身份证读卡器，将群众
办理事项过程中经常性、重复性提交的
各种材料进行拍照、扫描并入库，建立
基于居民身份证号为索引的历史信息检
索和共享机制，从而形成了动态、实
时、真实的数据库。

“通过分析数据库，可以为政府找到
公共服务的‘公约数’，为提供有针对性
的公共服务找到科学依据。”李有亮介
绍，禅城区在确定残疾人康复就业、失
业再就业、建立长者之家等事项时，就
运用了“一门式”服务平台提供的数据。

广东佛山禅城区“一门式”政务服务改革——

数 据 多 共 享 群 众 少 跑 腿
本报记者 庞彩霞

在大山里住了一辈子，
75 岁的豆明芳老人没想到
自己还能下山住进新房子。

“以前的房子三面环山，
人在沟底住，出山到乡上 5
里路，要走40多分钟。”豆明
芳是甘肃省华亭县山寨乡甘
河村村民，以前最让他头疼
的是吃水，“吃水要去挑，岁
数大了，走不动了。现在新
房子有自来水，卫生所也在
跟前，打针吃药都方便”。

豆明芳的新房子在华亭
县被叫作“幸福大院”，这是
华亭县为农村孤寡老人建的
福利房。2013 年以来，为解
决农村孤寡老人的养老问
题，华亭县每年列支 300 万
元，计划建设“幸福大院”
100 个，目前全县已在 7 镇 3
乡建成“幸福大院”47 处，入
驻287户老人。

甘河村的“幸福大院”由
10 户已建成的农家小院组
成，在建的还有4户，豆明芳
是最早的一批住户。根据统一规划，每户小院住房面
积 45 平方米，由一室一厅一厨和一个小院组成，完全
满足老年人的独立生活要求。

“每位入住的老人都是拎包入住，在有生之年免费
使用，独立居住，这完全符合农村老人的生活实际需
求。”甘河村村支书梁伟告诉记者，“幸福大院”一般建
在村庄的中心位置，不仅能整合利用文化广场、村级卫
生所和农家书屋，而且便于老人开展互助服务。

记者了解到，华亭县将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
与“幸福大院”建设有机结合，整体谋划，分别设置，综
合利用，并全面考虑保障住宅的合理布局、室内功能的
配套完善，突出生活的舒适性和功能的实用性。

在“幸福大院”建设过程中，华亭县依托新农村建
设，统筹安排，同时采取“集体筹一点、项目投一点、政
府补一点、社会捐一点”的办法筹集建设资金，并将“幸
福大院”与易地扶贫搬迁、危房改造等结合起来，取得
显著效果。

“过去，我们最怕的是房子不安全，吃药不方便。”
豆明芳老人告诉记者：“现在啥都不愁了！”

甘肃省华亭县

：

孤寡老人住进幸福院

本报记者

陈发明

海南省：

多措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自

2014 年 3 月启动“一门式”政

务服务改革，把涉及多个办

事大厅的服务事项向一个行

政服务中心集中，群众办事

从跑多个部门、走多个流程，

简化为在一个窗口办结。简

政放权后，不仅提高了政府

的办事效率，也方便了群众，

经验值得推广

本报讯 记者何伟报道：在海南省屯昌县养老服
务中心，特困供养老人们一边吃饭一边欣赏电视剧。
这是屯昌县首次引入养老企业负责管理特困供养老
人。海南省老龄办负责人介绍，引入社会力量对养老
服务中心进行社会化管理，通过市场的方式提升了服
务水平，满足了特困供养老人更加多元的需求，管理、
服务不到位等问题都得到了较好解决。

数据显示，海南省共有 129.46 万名本地户籍老
人，外地老人约 80 万左右。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海南
省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业，提高养老机构保障能力，力争
让老年人过得更加安心舒适。

目前，海南省18个市县已实现居家养老服务主城
区全覆盖。据统计，截至 2016 年 6 月底，全省各市县
有 450 个城市社区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占全省城市社
区总数的83%。海南社区居家养老网络服务平台共签
约400余家加盟服务商，为近50万名老年人提供居家
养老服务。海口市遵谭镇敬老院、甲子镇敬老院等14
所敬老院实行了公办民营，集中供养农村五保人员
660人，占全省集中供养对象的27%。

记者从海南省民政厅了解到，海南省将制定和出
台更多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大力推进养
老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更多
的养老服务机构，促进养老服务业多元化发展。同时，
建立健全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培训制度，力争到 2018
年，全省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的养老护理人员全部通过
职业技能培训。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到
2017 年底，广西将建成一体化网上政务
服务平台；到2020年底，建成覆盖全区的
网上政府体系，让服务更便捷高效，让企
业和群众少跑腿、好办事、不添堵。

据了解，今年底，广西出台 《广西
政府系统电子政务发展“十三五”规
划》 和 《加快推进网上政府建设实施方
案》；到 2017 年底，建成一体化网上政
务服务平台；到2020年底，建成覆盖全
区的网上政府体系，让企业和群众办事
更方便。

据悉，广西将以网上办事为突破口，

全面推进“互联网+政务”，建设全区统一
的网上办事大厅，实现 80%以上行政许
可和公共服务事项在网上办理，80%以上
的业务可以通过网上支付。还将建设全
区统一的行政权力网上运行和网上监督
平台，除涉密事项外，权责清单和负面清
单 100%在网上公开，实现清权、确权、晒
权、制权的全流程网上动态管理和运行。
同时，还将建设广西政府公共信息资源开
放平台，推进电子证照库、统一身份证认
证体系、数据共享开放平台、政务信息服
务系统、便民服务网络、政务服务大数据
六大应用。

广西建一体化网上政务平台

河南省西华县：

依法保护老年人权益
本报讯 记者王伟、通讯员彭世繁 蔡光宇报

道：近年来，河南省西华县围绕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不断推动老龄事业发展。为有效
解决农村不赡养老人等行为，县委政法委组织政法各
单位开展以送法律、送温暖、送健康为主题的敬老、
爱老、助老活动；对涉及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案
件，政法机关开辟绿色通道，优先立案、优先审理、
优先执行；对涉及家庭暴力、赡养、抚养等类型案
件，坚持巡回审理、以案释法教育群众。

2014 年 4 月，西华县在西夏镇成立了全省首家保
护留守妇女儿童老人合法权益的“社会法庭”，挑选素
质高、在当地有影响的法律明白人和退休干部担任“社
会法官”，为“三留守”人员撑起了保障维权的“司法保
护伞”。为切实加强诉调对接，县里选取3个社会法庭
入驻人民法庭。通过社会法庭解决群众诉求，化解社
会矛盾。两年来，西华县通过社会法庭化解矛盾1356
起，办理各类涉及老年人维权案件108件，提供法律援
助53次，有效维护和保障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在社会法庭的辐射带动之下，一批以老党员、老干
部、老模范、老教师、老退伍军人为主成立的老年协会
积极发挥社会群团组织作用，为政府排忧、为老人解
难、为社会做奉献。县老年协会围绕敬老爱老、保护老
年人合法权益开展工作，向群众免费发放《公民道德建
设教育读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开展“敬老爱老家
庭、美好和睦家庭”评选，表彰“敬老爱老家庭”等。截
至目前，西华县老年协会已发展到707个，老年协会会
员7070名，调解民事纠纷20000多起（件）。

▷ 市民在“一门式”服务大厅综合服务窗口办理业务。
本报记者 庞彩霞摄

◁ 市民在工作人员
帮助下自助填表。

本报记者 庞彩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