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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推进市民码多应用场景建设——

“ 码 ”上 是 咋 办 成 事 的
本报记者 孙潜彤

“以往去一个商场就得先下载一个对应场所

的 APP，现在‘一码通城’真高效！”沈阳华府天地

停车场运营经理肖野感叹。

去年 9 月份以来，辽宁省沈阳市依托“盛事

通”平台启动“一码通城”建设，以国家医保电子凭

证为源码，创办发行了市民码，在全国率先实现了

市民码与医保码的“双码融合”，其市民码创新应

用等智慧城市建设探索走在全国前列。沈阳的探

索给市民带来了哪些方便？“码”上是咋办事的？

“码”上幸福源于哪？“码”上办事还存在啥问题？

“多码变一码”有啥实惠

怀孕第 24 周的顾建欣，近日来到沈阳市妇婴

医院进行产前检查。来医院前，她已通过“盛事

通”APP登录“好就医”平台预约挂号，在门诊大厅

的自助服务机前刷码确认后，根据智能提醒，无需

排队便完成了就诊、开药，“以前去医院最打怵的

就是来回排队，现在凭‘码’就诊方便多了”。

产科医师张琰告诉记者，如果没有“好就医”

平台，挂号就诊、划价付款、开药取药等环节孕妇

至少要跑 3 趟。如有新补充的化验要求，跑的次

数更多。现在，孕妇凭“码”就医，医生直接开处

方单、开药，诊疗费及药费可由手机“盛事通”

APP 的虚拟账户通过信用支付，无需楼上楼下来

回跑。就诊者离开医院后可以随时还款，缴清医

保账户划转外需个人支付的部分。

“‘一码就医’带来的便利远不止‘无需排队’

和‘先诊疗后付费’。”沈阳市医保局医药服务管

理和信息处副处长杨程列举了一个明显变化：沈

阳已有 31 家医院（医保）实现“一码就医”功能，

患者就医不再需要下载多家医院的 APP。“好就

医”平台还开通了“急重症资金垫付”等特色功

能，支付时优先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不足部

分使用个人信用额度，从就诊之日起 56 天内还

款可享受免息待遇。

“好停车”是沈阳“一码通城”另一个应用较

多的场景。9 月 23 日上午，来沈阳华府天地办事

的宫大庆开车进出停车场，停车场自动识别车牌

号、自动抬杆、无感通行。早就注册市民码的宫

大庆已经习惯“一码通行”带来的快意，“不用忙

着在手机上输入车牌号、扫码支付，就像高速口

ETC 通行一样便捷”。

“畅行无阻的停车场只是智慧城市的一角。”

沈阳市城乡建设局交通建设管理处处长谢宇介

绍，沈阳“一码通城”的所有服务都不寻求盈利。

拿“好停车”软件设计和信息采集来说，政府部门

把缓解停车难视为首要工作，以便民利民作为最

终目标。为此，沈阳已将行车、泊车等自主采集

的基础信息上传到“盛事通好停车”平台，同时无

偿分享给商用导航平台，为市民实时精准推送全

市各个停车场的泊位状况，从而实现车位预约和

泊位共享，最大程度匹配泊位供需。目前，沈阳

公共停车场空置率已由 45%降至 20%左右。

捷安泊有限公司是一家停车场运营管理企

业，在沈阳经营着 300 多个停车场，日均泊车 3 万

多台次。该公司产品总监苏泽楠说，停车场当然

希望车位被高效利用，“好停车”平台解决了车主

和车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给市民和企业带

来了方便实惠。

除了就医、停车，“码”上还能办多少事？沈

阳市信息中心副主任马骏向记者一一道来。目

前，沈阳“一码通城”已实现扫码补贴、扫码就医、

扫码救治、扫码停车、扫码登记等 18 项服务功

能。市民扫一码而通全城，住宿、停车、游园、借

阅等可以无感畅行，省去在各个 APP 反复找“码”

的繁琐。持市民码还可以一键享受消费券、就业

补贴等真金白银的惠民红利。运行不到一年，沈

阳市民码日活跃用户即达 200 万人。“因以自愿

为原则，沈阳的市民码注册量虽然逐步提高，但

目前还没做到全覆盖。”马骏说。

有多少市民扫码获益？没有或不会使用智

能手机的人群怎么办？沈阳市大数据局局长刘

智勇介绍，为确保广覆盖，沈阳市民码实行电子

码为主、物理码为辅的双载体模式，充分考虑“一

老一幼”群体需求。截至目前，市民码累计办理

830 万人，其中，通过下载“盛事通”APP 获取电子

码 786.8 万人，通过办理实体 IC 卡获得物理码

43.8 万人。

“码”上幸福靠什么

同刷码“秒入公园”“秒住宾馆”“秒杀优惠”

等生活便利相比，从沈阳工程学院毕业后开始创

业的陈旭认为，“码”上求助解决了企业办事难

题，带来的是更深层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前不

久，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登录“盛事通好诉求”，

反映自己创业应享未享孵化器场租补贴政策的

诉求，诉求当月就得到了妥善解决。

“一码通城”靠什么给居民、企业带来好办事

的幸福感？沈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揭秘”，

“一码在手，通行沈城”便捷高效的强大后援，是

城市治理“一网统管”、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及机

关运行“一网协同”的合力支持。因市民码一人

一档，全市域、全事项通用，市民办理个人事务

时，无需重复填报纸质或电子表单。比如，市民

通过点击“盛事通好政策”，目前已申领各种补贴

资金 1.78 亿元，另有惠企资金发放 2.3 亿元。不

见面的“政策直达”，建立在实现全市统一的惠

民、惠企政策信息汇聚等后台数据共享，以及兑

现服务“零申报”“秒到账”等后台各职能部门协

同办事的基础上。

“没想到点开 APP，就把孩子出生证明、落户

等一次性办妥了。”沈阳和平区长白街道居民邹

晓雨说。

高效好办事的硬件基础是数据共享。沈阳

市营商局局长刘晓虹介绍，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从小切口入手，公积金提取、不动产过户等 36 件

便民服务“关键小事”已上线应用。记者在沈阳

市于洪区办税服务厅看到，纳税人通过 APP 指上

办税的同时，还可掌上完成 2023 年度医疗保险

参保缴费。

这样的效率，源于今年沈阳市适度、超前建

设部署了“数字云底座”，在辽宁省率先实现政务

外网全覆盖。记者了解到，沈阳全市视频融合平

台已上线运行，现已接入 8 万余路视频信号，城

管、建设、公安等部门视频资源实现互联共享。

同时，沈阳建成人口、法人、自然资源和空间地

理、电子证照、社会信用 5 个基础信息库，建设健

康保障、监督治理、安全生产、市场监管等 24 个

主题库。强化数据归集、共享，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实现与全市 62 个部门 214 个业务系统、县（区）

联通，累计归集数据信息超过 65 亿条。打通国

家级、省级重要数据接口 161 个，公安、医保、民

政等市直部门完成 1584 项共享交换服务，平台

按需共享 2.4 亿次，累计推送数据 57 亿条。

“没想到好政策直接送上门了。”三一重型装

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向军说，企业近年来获各

类政策支持超过 4000 万元。

高效好办事的软件基础是环境优化。沈阳

市工商联党组书记金翔介绍，本着“有求必应，无

事不扰”原则，沈阳大力实施“一联三帮”，即联系

上万家企业，帮助企业落实政策、解决问题、转型

发展。通过“惠帮企@链上沈阳”智慧

平台，精准推送政策近 15

万 次 ，惠 及 3900 余

户企业；累计

有 2.3 万名干部送政策上门，兑现惠企政策资金

120 亿元；为各类市场主体解决诉求 1.1 万件。

马骏说，幸福感就从一个个具体场景中来。

打开“好就业”，可以看到“沈阳业市”随时发布的

招聘信息，平台月均浏览点击量达 2.6 万余人

次。打开“好养老”，可以看到政府开发的远程智

能监测、安全协助等智能化服务，持有电子服务

卡的 5900 多名老年人，已享受到“点单式”上门

服务万余人次⋯⋯

“‘一码通城’根本在于方便广大人民群众。”

辽宁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王新伟实地调研时

说，聚焦就医、停车、旅游、政策直达等群众关心

关切的问题，让市民群众共享数字沈阳建设成

果，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坚持问需于民，充分

考虑不同需求，跟进拓展应用场景，不断扩大服

务的覆盖面，干一件成一件、积小胜为大胜。

“码”上还有啥问题

作为打造智慧城市的一项重要探索，沈阳“一

码通城”建设为市民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不过也

要看到，“多码变一码”并非易事，背后仍有不少困

难待解。“一码通城”的应用推广还存在哪些卡

顿？“一码通城”是否具有向省内外推广的普及性？

马骏介绍，沈阳最开始设计的“一码通城”应

用场景涉及 20 个方面，但目前市民应用较为集

中的场景仅有 10 个。扫码乘公交地铁、扫码入

园入住等还没有实现广覆盖，扫码借阅、扫码急

救等正待开展。

“有宣传力度不够的原因，也有利益

条块分割的因素。”马骏告诉记者，有些

不单纯以公益为目的的 APP 在给公众提

供 服 务 的 同 时 ，隐 含 着 排 他 性 合 作 要

求。以扫码乘车为例，目前沈阳只

有两条新开的公交线路可

以 实 现 扫 市 民 码 乘

车，其他公交线

路因与其他合作方存在未到期的既有合作协议，

还不能兼容市民码。扫码入园也存在类似问题，

只有部分公园开放应用市民码，一些公园的经营

者对门票结算更愿意接受现金或电子支付。

能不能通过技术手段彻底打通“码”壁垒？

作为沈阳“一码通城”的技术支持方和数字政府

的总集成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沈阳分公司）相

关负责人蒲永清认为，技术并非影响“一码通城”

落地推广的根本因素。沈阳已成功解决了医保

码在线应用、地铁码公交码离线应用的技术冲

突，下一步需要推动民生领域数据依法安全有序

开放，进一步消除数据孤岛。

“试点就是总结经验、不断完善的过程。”

马骏说，“一码通城”尚无

国 家 标 准 ，

市民码以医保码、社保码还是交通码为源码，

构成密钥的字节多少不一，是否包含个人身份

信息也不尽相同，不同城市也会有不同路径。

试点探索若想契合未来的国家标准，就要具备

拓展应用的关联性、兼容性技术解决方案。沈

阳提前考虑到了这一点，市民码采用国密算法

标准和国家金融体系技术标准，同时兼顾地

铁、公交体系技术要求，保障了市民码技术体

系的前沿性、通用性和安全性。

全面提速、完善的“一码通城”建设正在路

上。接下来，沈阳将全面加强架构优化、功能拓

展、运行保障、安全监控、应用推广等，逐步构建

“人、地、物、事”全领域、全链条电子码应用体系，

加速实现政务服务一码通办、公共服务一码通

用、商务服务一码通优。

作为市民，当然希望大事小情都能“一码

通城”、一“码”当先。辽宁沈阳市民码的推广

应用，避免了电子码应用体系的多元设置和重

复建设。这是方向，更是好事。但从沈阳的实

践看，仍有不少应用场景没有落地，诸多领域

不肯接入，好事为何多磨？

从全国各地的情况看，试点“一码通城”的

城市并不多，而且大多停留在一“码”乘车等为

数不多的场景体验。本地各种“码”互不兼容

的中梗阻，多半出自部门利益固化考量，并非

技术原因。想象一下，如果每个部门、每个企

业面向公众都设置一个公众号，都需要下载各

自的 APP，恐怕手机屏被塞满了也装不下。信

息时代，打破面向公众服务的非涉密数据壁垒

势在必行。

从公众接受程度看，“一码通城”也需要

循序渐进的过程。即便应用场景多多益善，

也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正如沈阳自我定

位 的 那 样 ，“ 干 一 件 成 一 件 、 积 小 胜 为 大

胜”，这是科学的态度。贪大求全，反而容易

虎头蛇尾。

从试点推广价值看，以医保码为源码融

合市民码，这个路径目前看并非唯一选项。

如果全国大多数城市将来也加入“一码通

城”队伍，可遵循的标准是什么？如果国家

标准不采用沈阳的方案，沈阳的试点探索会

不会推倒重来？好在沈阳“一码通城”技术

方案在兼容性和拓展性上做了充分准备，为

向其他城市推广普及增添了更多可能。

试 点 需 要 更 高 维 度 、 更 宽 视 角 和 更 具

前 瞻 性 的 顶 层 设 计 。 有 大 数 据 为 “ 云 底

座”，有可靠的技术团队做保障，数据壁垒

终 将 被 打 破 ， 技 术 难 关 最 终 也 会 一 “ 码 ”

平 川 。 要 想 推 动 更 多 场 景 落 地 ， 于 今 之

要，还得加大应用宣传力度，培护应用习

惯，进一步释放数据

发展红利，惠及市民

生产生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

市。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全国不少城市

插上了“智慧”的翅膀。辽宁沈阳自去年 9 月份启动“一码通城”建设以来，在

全国率先实现了市民码与医保码的“双码融合”，在就医、就业、住宿、出行等

多个场景为市民生活带来便利。不过，目前“一码通城”建设还存在诸多“卡

顿”，数据壁垒、技术难关、场景落地等问题仍考验着这座城市的治理智慧。

“一码通城”惠百姓

沈阳市数字城市运营管理中心的高清显沈阳市数字城市运营管理中心的高清显

示大屏正实时滚动市民示大屏正实时滚动市民““一码通城一码通城””的应用的应用

情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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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于洪区办税服务厅在沈阳于洪区办税服务厅，，纳税人通纳税人通

过手机过手机 APPAPP 指上办税的同时指上办税的同时，，还可掌上完还可掌上完

成成 20232023 年度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年度医疗保险参保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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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市妇婴医院在沈阳市妇婴医院，，居民顾居民顾

建欣通过建欣通过““盛事通盛事通 APPAPP””登录登录““好好

就医就医””进行预约挂号和药费确认进行预约挂号和药费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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