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2月10日，记
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目前，川渝两
地卫生健康委已推出两批“川渝通办”共
11个事项，涉及生育服务证办理、义诊活
动备案、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备案、
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竣工
验收等。

前不久，来自四川广元的市民严俊华在
沙坪坝区土主街道团结湾社区办理了一孩
生育服务证。下载“渝快办”App注册后登
记信息，工作人员现场办理，几分钟后他就
拿到了生育服务证。“听说以前办这样的证
件得回一趟老家，现在省时省力，方便多

了。”严俊华说。
生育服务登记是“川渝通办”事项之

一。去年4月，川渝两地探索卫生健康系统
部分审批及服务事项通办，实现两地同一事
项受理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流程、办理时限
四统一；同一事项在两地实现无差别受理、
同标准办理、结果互认，进一步激发市场活
力和社会创造力，为两地群众提供更好的医
疗卫生服务。

截至目前，“川渝通办”已累计为川渝两
地群众办理生育服务登记4.58万件，让以
前需要往返办的事项实现一次办，以前需要
两地办的事项实现就近办，以前需要人来办
的事情实现信息办。

为进一步做实“川渝通办”工作，川渝两
地卫健委建立了1123工作机制，确保事事
有沟通，事事有回应；借助“渝快办”“天府通
办”两个省级审批平台，为办事群众提供线
上24小时申办，结果免费邮寄送达等服务。

沙坪坝区

办理生育服务证 不用再回老家了

4.58万件
截至目前，“川渝通办”已累计为

两地群众办理生育服务登记4.58万件

184项
开州区会同万州区、达州市，梳理形成16

个行业184项万达开高频政务服务事项清单

□本报记者 王翔

“不用准备一份资料，当天就拿到跨省的营
业执照。”近日，熊女士在开州区政务中心开办企

业窗口，拿到了登记机关为“四川省达州市宣汉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营业执照后，连连点赞。

2020年9月，开州区与达州市、万州区签订
了《万达开政务服务协同发展战略框架协议》。
通过三方充分研究协商，今年4月，三地共同签
订《万达开政务服务事项通办合作协议》。

在川渝两省市印发两批次210项“川渝通办”
事项清单基础上，开州区会同万州区、达州市，梳
理形成16个行业184项万达开高频政务服务事
项清单。今年6月，开州区又与云阳县、万州区、梁

平区、四川开江县签订“五地政务服务战略合作协
议”，推动实现五地群众“就近办理、一次办成”。

前述熊女士是开州人，平常在开州经营家
具企业，前段时间她想在达州拓展业务，新办
一家公司。“听说重庆政务服务平台开通了‘跨
省通办’，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就去了开州区
政务中心开办企业窗口。”熊女士说，在现场，开
州区市场监管工作人员主动与四川省达州市宣
汉县市场监管部门联系，帮助她开具经营场所
证明等资料，并委托开州区中小企业服务平台
为其提供全程免费帮办服务。通过“重庆政务
服务网—川渝通办”专栏发起有限公司新设的
申请，由开州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在“川渝通
办”平台受理并打印执照，熊女士当天就拿到了
四川宣汉县的营业执照，“真的是太方便了”。

开州区

申请跨省办公司 执照当天拿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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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营业执照互办互发实现
“1日办结、零跑动”，税务领域实现
“全程网办”，物流运输更加便利，
跨省市户口迁移实现“一站式”办
理，专业技术人员跨省市流动无需
重新评审或确认，招聘信息互通共
享、职业指导互认共建，住房公积
金实现“互认互贷”……

川渝两省市 12 月 10 日在重
庆联合发布“川渝通办”改革成绩

单，截至今年11月底，两批共210
项“川渝通办”事项累计办理量超
过 589 万件，涉及 20 余个行业领
域。川渝两省市从机制一体化、
事项精准化、平台畅通化、窗口标
准化、服务贴心化、区域协同化着
力，协同推进政务服务“川渝通
办”，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
力，不断提升两省市企业和群众
获得感。

□本报记者 王翔

“在潼南就能申领到遂宁的营业执照，不用
单独跑回遂宁，实在太方便了。”前不久，身在潼
南区的何女士，在潼南政务中心市场主体注册

和许可服务窗口，拿到了登记机关为“四川省遂
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营业执照。

何女士是潼南人，平时生活在遂宁，本次回
潼省亲。由于业务拓展需要，她打算在遂宁新
开办一家建筑劳务公司。

何女士说，在潼南区市场监管工作人员的指
导下，她通过“四川政务服务网—川渝通办”专栏
发起有限公司新设的申请，由遂宁市大英县行政
审批局工作人员在“川渝通办”平台远程受理核
准，潼南区市场监管局通过“川渝执照互打”进行
打印。当天，她就领取到申请的营业执照。

今年11月，遂潼两地在遂宁市安居区三家

镇、潼南区双江镇公共（便民）服务中心设置“川
渝通办”镇级服务专窗，梳理公布了90项“遂潼
办”高频政务服务事项清单，让交界地群众能够

“异地事就近办”。
李女士是遂宁籍居民，在潼南双江镇工作

生活，因计划备孕，需要办理生育服务证。由于
户籍所在地为四川省遂宁市潼射镇，距离较远，
返回遂宁办理耗时长，十分麻烦。

经过咨询，李女士得知生育服务证办理已
实现“川渝通办”，可就近在居住地的公共（便
民）服务中心实现证件办理领取。于是，李女士
携带身份证、结婚证等证明资料前往双江镇公
共服务中心申请办理生育服务证，当日便顺利
领取到证件。

据悉，“遂潼办”联动机制合作协议实施近
一个月以来，已办理生育服务登记、领取养老金
人员待遇资格认证等事项164件。

潼南区

开办企业生娃儿 居民办证跑一次

164件
“遂潼办”联动机制合作协议实施近一

个月以来，已办理生育服务登记、领取养老
金人员待遇资格认证等事项164件

本报讯 （记者 张莎）12月10日一早，重
庆高新区婚姻登记处迎来一对办理结婚登记

“跨省通办”的新人。
四川省广安市户籍的高先生和四川省眉

山市户籍的李女士长期居住在重庆，双方本打
算最近回老家办理结婚登记。幸运的是，随着
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工作进入实施阶段，
他们不必再折腾回老家领证，而是凭着居住证
在常年工作、生活的重庆高新区婚姻登记机
关，顺利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婚姻登记处还
为他们举行了简洁、庄重的颁证仪式，颁证员

为两位新人送上衷心的祝福。尝到“跨省通
办”的甜头后，这对新人感叹：“省事多了，真方
便。”

为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满足群
众在非户籍地办理婚姻登记的需求，推进婚姻
登记制度改革，重庆市从今年6月1日至2023
年5月31日，实施婚姻登记“跨省通办”和“全市
通办”试点，试点期间，婚姻登记由一方当事人
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扩大到
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或者常住户口所在地的
婚姻登记机关办理。

据重庆市民政局统计，从今年6月1日至12
月10日上午，全市共办理跨省结婚782对、跨省
离婚申请282对、跨省离婚办理185对。

重庆高新区

婚姻登记方便了 新人感叹好省事

“川渝通办”机制一体化、事项精准化、平台畅通化、窗口标准化、服务贴心化、区域协同化

超589万件办理量提升企业和群众获得感

782对
今年6月1日至12月10日上午，全

市共办理跨省结婚782对、跨省离婚申请
282对、跨省离婚办理185对

2.6亿元
截至今年9月，渝北区社会保险事

务中心已完成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约 8500 人，转续社保基金近 2.6 亿
元，其中转入1.8亿元，转出0.8亿元

□本报记者 彭瑜

在渝北区社保中心，挂着一面四川航空
重庆分公司送来的锦旗，上面写着“尽职尽
责、一心为民”八个大字。12月10日，渝北
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负责人向记者讲起了
这面锦旗背后的故事。

四川航空重庆分公司在川渝两地间人
才交流量大，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办理工作量
也大。去年7月，该公司就有800余人需要
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像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该负责人介
绍，2020年以来，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走深走实，人力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愈发
活跃，渝北区养老保险跨省转移量由月均
400 人激增到 1000 人，转移量居全市第
一。“传统的转移方式信息化程度低、业务流
程复杂、经办时间较长，已难以适应新形势
下人力资源畅通流动的迫切需求。”

为此，渝北区积极探索“川渝通办”，以

养老保险关系无障碍转移为突破口，与四川
省内各市、区建立关系转移联系机制，优化
关系转续服务，推出川渝两地社会保险协同
办理服务，全面取消《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
费凭证》、《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
函》等纸质表单。申请人通过国家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平台门户、“重庆掌上12333”App
或电子社保卡渠道，直接在网上申办关系转
移，并通过提升业务经办信息化程度等方
式，缩短关系转续办理时间2/3。

“再不用两地跑了。”四川航空重庆分公
司人力资源部副总韦明维称，通过网上提出
申请，渝北区社保中心不到1个月就完成了
该公司800余人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高
效便捷，解除了交流人才的后顾之忧。”

张远权是四川省邻水县人，从2008年
9月到今年6月，他先后在重庆永辉超市有
限公司渝北区东和分公司、渝北区两路分公
司、渝北区加州分公司工作，已累计参加失
业保险154个月，且符合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的条件。今年7月，张远权申请了失业金，
不用回邻水办理，便于8月收到了两笔失业
保险待遇共计2880元，且从7月起享受失
业保险基金为其购买的医保。

据统计，截至今年9月，渝北区社会保
险事务中心已完成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约8500人，转续社保基金近2.6亿元，其中
转入1.8亿元，转出0.8亿元。

渝北区

800多人转社保 不到一月就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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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通办”·区县故事

在成渝地区较早建立党支部，成
为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时期重要阵
地；重庆解放，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
辈革命家留下红色足迹……

红色血脉延绵传承至今，是南川
独特的城市底蕴。今年以来，南川区
通过挖掘保护、活化利用解放文化，将
红色文化融入全国文明城区创建中。
红色成为南川城市文化最亮丽的底
色，不断浸润着南川的颜值气质，丰富
着南川的城市文化内涵。

重视保护 城市精神有支撑

今年9月30日是全国第八个“烈
士纪念日”，南川区社会各界代表在烈
士陵园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
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
因。

南川区革命烈士陵园安放革命烈
士忠骨52人，是“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红色资源众多，更要加强保护
管理。近年来，南川区对本土红色资
源实施严格保护，一批革命文物焕发
生机，重新呈现在了人们眼前，诉说着

南川的奋斗之路。
南川区认真落实《重庆市红岩革

命旧址保护区管理办法》，区委常委会
专题研究开展革命文物资源普查，将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列入“我为群众办
实事”内容，对全区7处革命文物实施
清单管理，建成区史志陈列室，完成第
二野战军司令部刘邓首长南川驻地旧
址、五烈士就义碑等恢复修缮。

在合溪镇，南川区党史和地方志
研究室配合相关单位维修革命遗址，
扩建奚成烈士园、红五星校门、奚成图
书馆，建设奚成广场，通过提档升级，
奚成烈士墓、奚成广场等成为爱国主
义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阵地。

保护红色资源是发挥红色资源作
用的前提，赓续红色基因，为新时代南
川注入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强大精
神动力。

强化挖掘 红色精神有传承

今年6月，由南川区委、区政府主
办的“南川区解放文化与旅游融合发
展研讨会”在南川东街举办。来自中

央党校、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红岩联线等单位的专
家学者在南川走访调研，为南川挖掘

“解放文化”、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建言
献策。

事实上，近年来，南川不仅做好红
色资源的守护者，更是做好红色文化
的挖掘者，坚持守正创新，将红色文化
提炼为时代内涵，塑造城市精神和城

市文化内涵。
南川区收集整理韦奚成等革命先

烈英雄事迹，创编红色故事、红色人
物，编撰推出《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南
川卷》《南川革命简史》《中国南川历史
画册》《韦奚成》《古承铄》等党史书籍，
举行“峥嵘岁月 辉煌百年——中国共
产党南川发展历程暨建设成就展”，全
面展示南川奋斗历程及新中国成立以

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提升城市红色文化氛围，以中小

学校思想政治课、主题班会等为载体，
开展“鲜艳红领巾、鲜红成长路”系列
主题活动；在乡村院坝，将“坝坝宣讲”

“坝坝忆史”作为首要任务，采取“微宣
讲+文艺演出”“微宣讲+志愿服务”等
形式开展红色文化微宣讲；策划推出

“南川红色档案故事”“人民的歌手
——古承铄”等新媒体产品。

红色文化入脑入心，内化成为南
川人民共同的集体记忆。在红色文化
的指引之下，当代南川人讲文明、树新
风，自觉遵守文明条例，满城吹拂着文
明的春风。

活化利用 文旅融合展魅力

“卖报，卖报！”“先生，买枝花吧！”
“冰棍、冰棍！”……走进南川东街，时
光仿佛回溯到上世纪，南川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呈现在游客眼前。

“金佛山下南川城，南川城里有东
街。我们通过思考实践把‘解放文化’
和东街项目深度融合，活化利用红色

文化，打造文旅名片，增添城市文化内
涵。”南川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2018年以来，南川区对东街片区
实施保护性开发，完整保留了从新中国
成立前到上世纪80年代的建筑风貌和
商业形态，还原近40年的大众生活场
景，东街成为活化“解放文化”的载体。

南川区在改造东街过程中，保留了
原有的建筑风貌和空间肌理，植入现代
文明、现代艺术，活化利用刘邓首长南
川驻地旧址、解放路、解放食堂等建筑
空间，开设红色讲堂，让红领巾讲解员
定期讲解红色历史。深度挖掘红色故
事，展现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打造体
验式学习的场所，在实物展示的基础上
依托数字化放映厅，用3D全新投影、
AR、VR等数字技术，集中展示南川的
历史及老百姓的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年，南川还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策划推出以“忆革命原点、寻发展印
记、启时代征程、铸文化之魂”为主题
的10条景城乡红色旅游研学线路，让
人们在旅游当中感受南川红色文化和
人文魅力。

如今，“金佛山·福南川”这座文明
之城，正持续散发出独有的红色韵味。

陈钰桦 图片由南川区创文办提供

南川 赓续传承红色血脉 增添城市文化内涵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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