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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大数据函〔2021〕51 号

重庆市渝北区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
关于区政协十五届五次会议提案第 60 号的

复 函

民建渝北区委：

贵委在区政协第十五届第五次会议提出的《关于利用数字技术

提升政府管理效能的建议》（第 60 号提案）已转由我局办理。感谢

贵单位对我区大数据智能化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对贵工委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我局高度重视，安排专人认真落实。现将办理情况

函复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近年来，我局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大力实

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点推动大数据

上云、治数、连接、应用等，努力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

贡献。

一是建立健全政务信息长效机制。先后成立由区政府主要领

导担任组长的区“云长制”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和新型智慧城市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全区首批 82 个云长单位落实了信息化责任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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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兼职干部。出台《渝北区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在

全市率先建立政府投资类信息化项目统筹管理和集约化建设机

制。制定了《重庆市政务数据资源管理暂行办法》贯彻措施，明

确各级各部门政务数据管理主体责任、工作任务和保障措施。

二是全力打造政务云服务体系。与华为公司合作建设“数字

渝北”政务云，为全区政务信息系统提供安全可靠的计算和存储

服务。摸排统计区级政务信息系统 67 个、上级垂管系统 51 个和

国有公司系统 9 个，全部建立台账并落实动态管理。按照“上云

为原则、不上云为例外”的原则，推动区级非涉密政务信息系统

向政务云平台迁移。截至目前，应迁移上云系统 35 个，已迁移上

云 34 个，上云率 97.1%；关停系统 28 个、优化整合减少系统 12

个，整合率 59.7%。

三是积极开展政务数据治理。全面落实政务数据“三清单”

管理，85 个云长单位编制完成政务数据资源目录清单、需求清单

和责任清单，截至目前，已归集结数据库/接口数据 403263 条，

文件类数据 277 个；完成区级共享交换平台与市级共享交换平台

对接，向市级平台上报区级数据目录 499 条，获取市级平台目录

3498 条。目前已启动编制 2021 年全区政务信息资源目录和共享

目录。

四是提升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对照全市三级行政权力事项清

单和公共服务事项清单，线上按照“应上尽上、全程在线”原则，

对事项库进行动态管理，编制发布区级实施清单 5551 项，镇街级



― 3 ―

实施清单 4315 项，依申请办理政务服务事项清单 1468 项；线下

不断深化“两集中两到位”改革，审批事项终审权授权率达 65%，

服务事项进驻服务大厅比例为 94.5%。持续推动流程再造，行政

许可材料减少 18.4%，依申请事项时限压缩比达 81.7%、平均跑

动次数 0.28 次、即办件比例 54%，达到全市既定目标，实现零跑

动事项”1064 项、“最多跑一次”事项 399 项。大力推进网上审

批，依申请事项网上可办率达 90.9%、“全程网办”达 72%，其中

行政许可事项“全程网办”达 82%、网上受理率达 70%以上。协

同推进电子证照场景化运行，已实现 13 个。推进“一窗综办”，

在区行政服务中心分企业开办、建设项目、税务服务、公安服务、

婚姻登记、社会事务、交通运输、卫生健康等 8 个领域设置综合

服务窗口，在分中心及镇街、村（社区）两级中心推行“一窗无

差别受理”，推动集成服务，提高窗口运行效率。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

按照《重庆市政务数据资源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我们将

进一步加强管云、管数、管用工作力度，扎实推进大数据“聚通

用”，推动全区大数据智能化工作再上新台阶，进一步提升政府管

理能效。

（一）强化政务数据归集。严格落实政务数据“三清单”管

理，编制并发布全区 2021 年度政务数据资源目录和共享目录。同

时优化全区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建立目录更新长效机制，进

一步完善区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目录管理、发布、更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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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等功能，提高平台的使用率和数据挂接率。做到政务数据“应

归尽归”，依托区级共享交换平台，凡有信息系统支撑的政务数据，

一律采取接口或数据库方式实时归集；无信息系统支撑的报表、

文件类数据，按更新频次手工归集。同时提升数据安全管理能力，

定期开展数据资源安全测评、风险评估和应急演练。

（二）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智能中枢项目

是渝北区“十四五”期间十项重大工程项目的重要内容，该项目

建成后将逐步实现对城市运行的态势感知和日常监督，在部分重

点领域实现监测分析、跨层级跨部门跨业务应用场景调度指挥和

决策优化；全部建成后将全面涵盖民生服务、城市治理、政务管

理、产业融合和生态宜居等方面，力争实现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政务事项‘一网通办’、应急管理‘一网调度’、基层治理‘一网

治理’目标。

（三）不断增强政务服务能力。一是以加强事项管理为抓手，

督促“三集中三到位”的落实。紧紧抓紧事项管理，清理行政审

批事项未统一集中到行政审批科的部门，督促其进行集中；结合

“一窗综办”运行模式，督促行政审批科向区行政服务中心集中，

保障进驻行政服务中心的审批事项到位、审批权限到位。二是以

优化流程为重点，督促部门兑现服务承诺。按照 2021 年全市政务

服务工作要点要求，不断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跑动，及

时督促部门兑现“四减”承诺。三是以推广“渝快办”为核心，

督促部门提升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大力推进网上审批，督促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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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申请人通过“渝快办”办理业务，不断提高网上受理率，推

广电子印章、电子证照、电子材料运用，行政许可事项“全程网

办”占比不低于 80%，依申请类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占比

不低于 70%。

（四）不断创新政务服务方式。一是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不

断深化商事制度及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持续提升不动产

登记便利度，推行优质高效税费服务，全面落实各项改革举措，

使企业和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二是推进专项改革。推进“社会

事务综窗”运行，进一步做实“工程建设综窗”；推出第二批“一

件事一次办”套餐；统筹推进跨区域通办，建立多地多部门联动

和线上线下协同机制，切实解决群众“折返跑”问题。切实推广

涉企经营许可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不断摸索、提炼我区的经

验做法向全市进行推广。

此复函已经冯梁局长审签，再一次感谢贵委对我区大数据信

息化发展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重庆市渝北区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

2021 年 7 月 5 日

（联系人：彭小员 电话：819248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