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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政局 用创新驱动发展 让智慧添彩生活

为经济赋能，为生
活添彩。3年来，市民政
局紧扣以大数据智能化
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全力打造重庆市
智慧社区（养老）云平
台、重庆民政综合业务
管理平台。截至目前，
重庆市智慧社区（养老）
云 平 台 应 用 已 覆 盖
6000 余个村和社区、
1500 余家养老服务机
构，重庆民政综合业务
管理平台实现民政信息
资源内部整合和比对分
析，民政部门大数据智
能化应用成效初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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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智能元素 延伸养老服务触角

6月21日，仙桃街道同盛路社区网
格员张华的手机，突然弹出一则安防报
警信息：汇祥林里3000小区的陈婆婆家
中，烟雾报警器被触发。

张华连忙拨通了陈婆婆的电话，但
却无人接听。情急之下，张华直奔陈婆
婆家，发现是炒菜过大的油烟引发了警
报。

对于仙桃街道“慧年健康养老服务
系统”而言，这场虚惊是一次成功的实战
检验。这一智慧养老平台，很大程度上
解决了像陈婆婆夫妇一样的空巢和独居
老人的后顾之忧。

在陈婆婆家，新近安装的智能网关、
红外感应、声光烟感、一键求救紧急按钮
等硬件，与智慧养老APP、街道养老服务
中心、社区养老服务站直连，所有数据汇
总到后台服务系统。负责此项工作的百
龄帮仙桃养老服务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一旦陈婆婆生命体征数据出现异常
或家中出现险情，系统便会立即联系老
人或派人现场施救，从而形成包括老人
自身、紧急联系人、网格员、网格长、街道
值班室的五级预警响应机制。

除了在突发事件上保平安，系统投

射在手机中的智慧养老APP，也是老人
健康管理的重要工具。APP中设有健康
管理、智能设备、健康资讯等版块，详细
记录老人每天的步数、血压、血糖等健康
指数和体检数据。配合相应设备，还可
以观测老人睡眠、心率。整个APP操作
简单，除了老人自己，其亲属也能通过
APP监测老人适时健康状况。

在仙桃街道，和陈婆婆夫妇一样的
空巢或独居老人有977人。绝大部分老
人在选择居家养老的同时，也希望在就
餐、医疗和家政等方面能获得服务。

为此，街道整合辖区仙桃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百龄帮仙桃养老服务公司、立
信（重庆）数据有限服务公司等资源，构
建起“政府主导、科技赋能、医养结合”

“医+养+科技”三位一体的智慧居家养
老服务体系平台“慧年健康养老服务系
统”。把养老服务的触角延伸至更多老
人家中。目前，已有200多户空巢和独
居老人享受到了这一服务的便利。

在仙桃街道智慧养老平台等区县、
镇街及企业级平台背后，是全市智慧养
老信息服务平台。2018年以来，市民政
局积极筹划建设整合养老服务资源，服

务全市老年人和养老服务机构的信息平
台，以连接需求方、供给方、第三方，连接
数据、应用、智能设备，按照位置、星级、
价格、服务评价等因素，为用户智能推荐
养老机构和养老服务。2021年2月，市
民政局举办应用培训班，启动智慧养老
信息服务平台全市应用工作。截至7
月，已完成全市1581家养老机构备案登
记和基础数据采集，年底前还将完成
3132个街道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基础数
据采集，并通过“民政易”APP为群众提
供精准的养老信息服务。试点养老服务
机构建设及运营补贴申请、等级评定申
请、养老服务质量检查等在线办理和监
管工作，促进养老行业高质量发展。

此外，市民政局还以国家级示范养
老院——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管理标准为
基础，开发养老服务机构管理信息系统，
以云服务方式交付全市养老服务机构使
用，提高全市养老服务机构管理信息化
能力。目前，养老服务机构管理信息系
统已在市第一、第三社会福利院及两江
新区第一人民医院礼嘉康养中心等养老
机构全面使用，取得较好效果。

打造智慧平台 让社区治理更高效

5月28日，綦江区第十一届村（居）
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落幕。全区381
个村（居）民委员会，圆满完成集中换届
选举工作，实现了一次性选举成功率
100%的目标。与往届选举相比，此次换
届选举首度使用智慧社区一体化管理服
务平台，大大提升了选举效率。

选举启动之前，綦江召集全区21个
街镇的民政办主任及部分工作人员、400
余名村（居）换届选举工作业务骨干，参
加智慧社区一体化管理服务平台应用工
作启动会暨村（居）民委员换届选举信息
化管理工作培训会。培训师先从平台整
体功能介绍入手，帮助参训者掌握系统
整体架构，再切入到关注度较高的“民主
选举”模块，演示了选举重点环节的精细
化操作。

信息化管理使得换届选举工作更加
规范，各个环节都有迹可循，既强化了对
选举过程的程序性监管，也保证了选举
合法性的自我监督，更为后期化解信访
矛盾提供有力的数据佐证。

今年3月，市民政局召开应用工作
启动会，印发工作通知，以村居换届选举
工作为切入点，推动智慧社区一体化管
理服务平台在全市应用。包括綦江在
内，各区县结合实际，采取多种方式培训
乡镇（街道）、村（社区）负责人及工作人
员1.6万人次，全市6000余个村（社区）
在换届选举过程中同步使用“民主选举”

模块。
助力选举，只是智慧社区一体化管

理服务平台的内容之一，其他内容还包
括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
监督等，为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建立
了畅通高效的线上渠道。部分社区开始
探索利用智慧社区一体化管理服务平台
完善网上协商议事机制、推进基层事务
信息公开、畅通为群众办事服务通道，增
强城乡社区治理服务效能，激发基层社
会活力。

走进在两江新区翠云街道翠渝路社
区不难发现，智慧社区的应用范围更加
广泛。社区通过微信群、公众号、小程序
等信息技术，搭建互动、服务一体化的智
慧社区平台，整合物业、党员业主、业委
会、社会组织、专职社工、志愿者、社区企
业、学校等多元主体力量。

平台以党建为引领，积极开展各类
社区参与和共建类活动，做好党的政策
宣传，密切干群关系；通过“书记信箱”、

“微自治”、“微互助”为居民表达需求或
意见提供渠道，实现社区协商共治；链接
各类多元服务资源，让居民获取招聘、活
动、社区服务等信息；通过“办事指南”告
知各类业务办理流程，提高一次办结率；
通过“线上办事”和“预约办事”实现养老
待遇、生育证、医保卡、高龄津补贴等事
项线上办理，降低办事成本；通过“微组
织”，吸引居民报名参加各类社区社会组

织。
纵观全市，市民政局加快推进智慧

社区一体化管理服务平台应用，以社区
居民为中心，以城乡社区为管理单元，以
村（居）委会为管理主体，建设统一的社
区信息资源数据库、社区协同治理平台
和社区高效服务平台。整合人、地、物、
事、组织等社区信息资源，以重庆全域高
清地图为工作底图，分级管理区县、乡镇
（街道）行政区划界线和村（社区）、村
（居）民小组管理界线，划分基层治理单
元，应用“人房关联”和地址匹配、实时定
位等技术，实现社区管理服务精准化、空
间化、可视化、智能化。赋予1.1万余个
村（社区）特殊法人代码。配合市大数据
发展局推进人口综合数据库建设。共享
使用市卫健委全市人口数据，经清洗后
分解到各个村（社区），由村（社区）做进
一步校核。实现换届选举全过程数字化
管理，换届选举后的新一届村（社区）两
委成员、监督委员会成员、村（居）民小组
长、村（居）民代表等数据及时归集入
库。上线“民政易”APP，整合政务服务、
社区服务、养老服务、公益服务、便民服
务等内容，打造群众欢迎的公共服务品
牌。与市大数据发展局共推基层开展

“小切口、大民生”智慧社区智能化创新
应用。

大数据智能化
全面融入民政工作

以社区治理、养老服务两大领域为突破
口，大数据智能化正全面融入我市民政工
作，不断为人民群众生活添彩，为经济社会
发展赋能。

社会救助方面，市民政局建立了100余
万社会救助对象基础信息数据库，实现社会
救助对象管理服务动态化、精细化。健全社
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查机制，实现与12
个部门28类数据的自动交换。仅去年，便
在线核查140余万人次，社会救助的公正性
和精准度大幅提升。推进综合社会救助改
革，各区县开展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
理”，满足不同类别、不同困难群众的个性
化、多样化救助需求，完善社会救助对象主
动发现机制，更好地保障特殊困难群众基本
权益。

市民政局以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业务为
核心，实现成立、变更、注销、章程核准、监督
检查、信用信息公示、校核等全程网上办
理。加强社会组织年度检查、备案登记、信
息核查、信息共享等，采集社会组织日常活
动数据，逐步完善社会组织电子档案。完成
社会组织信用代码统一赋码，信息平台服务
全市所有区县登记管理机关、1.8万个社会
组织。接入“渝快办”政务服务平台，加强社
会组织信用信息共享，通过信用重庆网站公
示社会组织信用信息，打造社会组织综合监
管服务体系。

在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中，市民政
局设立资料检验、技术审验、实地查验、文化
属性信息评审、数据核对和综合评审“六道
关口”，严控地名普查数据质量。全市开展
地名普查成果审验8次，地名成果数据入库
45万余条。建设地名普查成果转化平台，地
名数据完成脱密处理，接入城市大数据资源
中心，开放地名数据接口服务，开通历史地
名及沿革查询，推进地名公共服务数字化、
便民化。

同时，市民政局还积极推进集约化建设
和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局信息系统全部迁
移上云，将9个信息系统整合为1个。开展
民政部“金民工程”第二批试点，打通与民政
部数据共享和交换通道。按照《川渝民政合
作框架协议》要求，加快落实川渝民政信息
共享。接入城市大数据资源中心，共享民政
业务数据48类2000余万条，信息资源接入
率达 100%，市民政局累计被调用数据
6400万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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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区治理、养老服务为突破口

两江新区礼嘉街道富安社区机器人正在为居民提供服务

大数据支撑
婚姻登记实现跨省通办

近日，拉萨市民刘策和来自深圳的恋
人王茉（均系化名）从涪陵区政务服务管
理事务中心婚姻登记窗口领到了结婚
证，在双方的实际居住地正式结为夫
妻。成为在涪陵区民政部门领到跨省通
办结婚证的首对幸运儿。

当天，刘策和王茉向婚姻登记窗口工
作人员提交了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我市
流动人口居住证。工作人员通过后台系
统审核了证件的真实性和两人的婚姻状
况后，指导二人在电子签名板上签字确
认，为他们颁发了结婚证。

“别说疫情期间要隔离，就正常情况
下，回趟老家往返最快也得两三天，机票
也要好几千。跨省登记整个过程也就10
来分钟。太方便了！”刘策高兴地说。

我市是全国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和离
婚登记“跨省通办”试点地区，于今年6月
1日起实施婚姻登记跨省通办和全市通
办。除港澳台以外的所有内地居民，只
要在渝居住并办理了《重庆市流动人口
居住证》，均可在居住地婚姻登记机关办
理婚姻登记。

实现婚姻登记跨省通办和全市通办，
得益于前期信息化工作的深入推进。
2010年以来，我市每年在线办理婚姻登
记40余万对，完成建国以来婚姻登记档
案数据采集入库，共享法院判决离婚数
据，婚姻登记信息入库1300万条。实现
人脸识别、指纹采集，联网查询全国婚姻
登记数据库和残疾人数据库，有效避免
重婚和禁止结婚对象登记。同时，婚姻
登记档案实现电子化，并与档案部门联
网自动归档。

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工作人员运用智能化管理系统对新入院
老人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

通过智慧社区一体化管理服务平台，居民就能享受到高效便利的社区服务

重庆市江北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为一对新
人办理跨省通办结婚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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