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多政务服务从“网上”到“掌上”

“皖事通”App亳州分厅服务访问量突破5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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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进合肥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

点城市建设，促进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行业优

质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精准匹配与广泛应用，

7月11日，合肥市产业融合对接会中小企业数字

化转型专场活动（第二场），在中国声谷安徽省信

息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举办。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制造行业综合和专业服务商、试点企业及部

分规上企业等200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前，参会人员一行参观了中国声谷展

厅，观摩了中国声谷典型企业发展成果，详细

了解中国声谷作为人工智能领域国家级产业

基地的发展历程，以及运营单位安徽信投的孵

化培育能力构建情况。

为进一步扩大龙头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

面的标杆引领作用，助力打造数字化转型行业

样板，本次活动邀请安徽南瑞继远电网技术有

限公司分享其在数字化电网的最新技术研究

成果和实践经验，为参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

了创新思路和有效借鉴。对接会上，中国移

动、优质采、三禾一、中控技术等4家服务商，围

绕如何服务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行业中小

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现场推介。

“此次对接会搭建了服务商、试点企业及

政府主管部门沟通的平台，帮助我们精准对

接。我们将会立足行业，持续创新，充分发挥

我们在5G、AI、云计算等新技术领域优势，整

合综合数字化转型方案，助力合肥市输配电细

分行业加快转型步伐，贡献数智力量。”安徽移

动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近年来，以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

造业为代表的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行业在

合肥市发展迅猛，已逐步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产业集群。目前，合肥已集聚全球光伏20强

企业5家、中国储能20强企业5家，培育产值超

百亿元企业8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3家。

合肥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合肥市将扎实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

试点各项重点任务落实，指导服务商严格按照

工作规范和工作手册有序为中小企业提供数

字化转型服务，引导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行

业试点规上企业“应改尽改”，规下工业中小企

业“愿改尽改”，持续为输配电企业及控制设备

制造企业转型发展赋能，以更加智慧的电网助

力合肥市能源绿色转型。 （李后祥）

以数赋能 智慧电力加“数”发展

笔者从亳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获悉，“皖

事通”App亳州分厅服务访问量已突破5亿

大关，累计注册用户数达479.01万，占亳州

市常住人口的97.73%。

“皖事通”作为亳州市政务服务向移动端

延伸的重要平台，累计上线民政婚育、教育考

试、社会保障、司法服务等20类便民服务

343项，真正实现了“皖事通办，一生相伴”。

在人生大事方面，“皖事通”推出“新生儿

出生一件事”集成服务，解决了新生儿出生事

项环节多、来回跑的烦恼；上线“教育入学一

件事”，实现学生与学区的智能识别匹配，保

障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公平公正；还设置了“中

考专区”“高考专区”，提供成绩查询、志愿填

报指导等服务，推出“婚姻登记网上预约”服

务等，全方位关怀每一个重要人生阶段。

“如果你出门忘记携带证照了，可以通过

‘电子卡包’随时随地出示电子证照，非常方

便；‘公交出行’不仅可以扫码乘车，还可以

根据线路、站点多维度查询实时公交信息，

连公交车距离站点几分钟都可以查询到，提

升出行效率；‘互联网医院’整合了市县12

家二级以上医院的医疗挂号服务，还能记录

个人诊疗和体检健康档案。”市数据资源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数字化手段，“皖

事通”为居民提供便捷、高效、全面的生活服

务体验，集成了电子卡包、公积金专题、工资

查询等高频服务，还拓展至交通出行、医疗

健康等多元领域。

此外，“皖事通”还面向老年群体，专门打

造了关怀模式，采用大字体、大图标和简洁布

局，精选高频服务功能，整合电子卡包，简化

操作界面，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下一步，我们将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继

续秉承优化功能、服务群众的工作理念，用

好‘皖事通’平台，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从‘网

上’到‘掌上’，将政务便民服务的好处真正

落到实处。”亳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张珍 王峰志 程宇婷）

近年来，淮南市把抢抓数字经

济发展机遇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

要抓手，持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通过“数字助农、智慧兴农”，不断

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做好“按图索粮”。支持粮食

生产主体开展专用品种规模化种

植，为全市2个省级指挥田、10个

精耕细作示范点和18个优质专用

小麦万亩片绘制电子地图，图斑面

积20.5万亩，引导市场主体、用粮

主体按照地图寻找所需品种，实现

供需有机衔接。

建设智慧农业。通过内育外

引，在大田种植、设施农业、畜禽水

产养殖等领域，开展智慧农业生产

指导，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

产基地集成应用物联网、大数据、

空间遥感等数字技术。推荐凤台

县智慧植保、毛集实验区智慧产业

园申报国家智慧农业建设典型案

例，推荐凤台牧原等13家生产主

体申报2024年省级数字农业工

厂，新增数字农业应用场景 16

个。凯盛浩丰现代设施农业项目

落户潘集，总投资1.5亿元。

打造数字平台。引入移动互

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开发上线全国

首个农业生产大托管产业服务平

台，为合作社及托管大户提供农资

集采、贷款保险、农服撮合等一站

式服务。今年以来，平台发布水

稻、玉米、小麦病虫害发生趋势及

防治意见、技术明白纸等指导文件

25次，专家田间地头现场查看病

情并指导近120次。午季小麦大

托管106.5 万亩，涉及602个村、

1374个经营主体，近13万农户。

赋能基层治理。毛集实验区

臧巷村结合村情，打造“1+6+X”

架构的和美乡村数字平台。基层

治理实行数字监管一张网，该村基

础信息、整体规划、乡村风采、智慧

康养等内容“一网打尽”。平安乡

村实行整体智治一张图，围绕乡村

防溺水、防火、防盗三防工作，打造

多个安全管控场景。

（王琳 赵中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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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黄山市医疗保障局依托于信

息化建设，不断提升我市的医保公共服务能

力，持续打造更高效、更便捷的医保公共服

务体系。

拓展自助就医服务。黄山市各医保经

办服务窗口均配置自助一体机，今年以来，

通过不断升级优化系统，完善自助服务功

能，并推进自助一体机的永居证适配改造工

作。截至目前，共上线27项查询办理、公示

公告和政策法规模块，为广大群众带来便利

的医保经办服务。

优化刷脸结算服务。在医药机构设置

刷脸终端，实现脱卡就医，杜绝冒用他人身

份就医的行为，有效维护医保基金安全；持

续做好刷脸终端使用的维护工作，截至

2024 年 6月 30日，全市共接入刷脸设备

426台，涉及医疗机构219家，通过刷脸结算

65.99万人次。

上线适老化新功能。黄山市参保人可

通过黄山市医疗保障局官方公众号进入安

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截至目前，黄山市

共上线80项公共服务网上办事项，涉及参

保登记、门诊慢性病申请、共济账户绑定等

多个高频办事项，实现医保经办业务“掌上

办”；对小程序进行适老化功能拓展，上线安

徽医保公共服务“关爱老人——大字语音

版”，提供大字屏幕服务、语音播报功能，更

契合老年人使用习惯。

完善基层代办和“一窗通办”服务。在

全市55个业务代办点应用基层代办系统，

参保人可在家门口办理医保业务，满足参保

群众就近就地办理医保业务的需求，让参保

群众少跑路；在全市医保服务窗口应用“一

窗通办”系统，黄山市参保人可在市域内任

一医保服务窗口办理医保业务，不再受“必

须回参保地办理医保业务”的限制。2024

年以来，基层代办和“一窗通办”系统共办件

1593人次。

下一步，市医保局将继续加强数字化、

信息化建设，健全医保公共服务体系，提高

群众办事便捷度。

（凌子晗）

黄山：数字赋能打造更高效更便捷的医保公共服务体系

7月15日，马鞍山市当涂经开区兴华智能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纸制品数字智能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行，工人在赶制产品订单。该

公司采用智能化工厂系统云平台，通过“互联网+包装”实现智能化生产和服务。 近年来，当涂县大力实施“智能诊断”专项行动，

加速“触网登云”平台建设，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递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先后荣获国家级消

费品工业“三品”战略示范城市、全省制造业发展综合10强县的称号。 王文生 管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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