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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电子社保卡“二维码”，扫一
扫即可完成医保购药支付；在政务门
户网站或手机程序中，使用电子社保
卡实现快速登录……快速进入“电子
化”时代的社保卡，正活跃在移动支
付、身份认证、民生服务各个领域，给
人们生活带来更多便利。

多场景大显身手

今年 9月，北京市正式开通电子社
保卡申领。持电子社保卡，人们可享
受就业创业服务、查询社保、人事人才
服务、待遇认证、查询证书、扫码亮证
等 30 多项全国“一网通办”的人社服
务。

电子社保卡是社保卡线上应用的
有效电子凭证，由全国社保卡服务平
台统一签发，人社部统一管理，与实体
卡一一对应，实现全国通用。

社 保 卡“ 电 子 化 ”并 非 新 鲜 事 。
2018年 4月，人社部发放全国第一张标
准电子社保卡，为群众提供手机中的
社保卡服务。经过两年的发展，电子
社保卡已在全部地市开通，接入 363个
手机 APP（应用程序）、小程序。据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月 29日，中国电
子社保卡签发已经突破 2 亿张。每 7
位社保卡持卡人中，就有 1位同时申领
电子社保卡。

电子社保卡在诸多领域大显身
手，用于支持各类民生服务。据人社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电子社保卡作为
线上身份认证凭证，可以代替实体社
保卡在互联网上实现身份认证。电子
社保卡可通过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实
现持卡人的线上待遇资格认证，参保
人不用再跑腿做认证。电子社保卡还
可用于政务门户网站的快速注册和登
录。

一些地区还充分发挥电子社保卡
身份凭证功能，拓展用于其它公共服
务和智慧城市建设。比如将电子社保
卡与交通出行、公用事业、小额支付等
场景结合，推进在入园、入馆、出行等
方面的应用；实现相关民生缴费和待
遇发放，探索社保卡银行账户线上应
用、银行账户身份核验、信用服务等方
面的合作等。

服务更高效快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019年印发
的《关于全面开展电子社会保障卡应
用工作的通知》提出，2020 年，不低于
25%持卡人领取电子社保卡，计划用 2
至 3 年时间逐步实现电子社保卡的广
泛应用。

今年 3月，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
办公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印发《关于依托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
服务平台做好社会保障卡应用推广工
作的通知》，要求加快推进社保卡依托
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跨地
区、跨部门应用。

近年来，中国各地纷纷发力，增加
电子社保卡新功能，满足持卡人的多
元需求。湖北电子社保卡实现全新改
版升级，新增“就业创业”“人才人事”

“劳动关系”3大功能板块，新增 9项服
务。

今年 6月，海南电子社保卡还新增
毕业生报到功能。毕业生可通过 23个
官方渠道的电子社保卡界面，在线上
轻松办理毕业生报到及未就业实名登
记业务。今年 7月，通过石家庄电子社
保卡，持卡人可以查询专业技术人员
考试成绩，最早可查询到 2014年。

“社保卡‘电子化’在提高社会管
理效率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
更多便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

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盘和林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电子社保卡
一卡多用、全国通用、终生保障，集移
动支付、信息查询、在线服务等多种功
能于一体，改变了过去拿实体卡“跑腿
办、现场办、窗口办”的传统模式，使得
社保体系运转效率大大提升，使持卡
人体验到科技带来的更高效快捷的便
民服务。

人情味不可缺失

随着社保卡加快步入“电子化”时
代，其功能也逐步从医保、养老领域向
就业、技能培训等社会公共服务领域
拓展。依靠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享受
电子社保卡带来的便捷服务。那么，
如何增加电子社保卡的安全性和普惠
性，使其更具有人情味？

据悉，电子社保卡由全国社保卡
服 务 平 台 统 一 签 发 和 验 证 ，安 全 可
靠。同时，电子社保卡采用金融账户
支付模式，实时生成支付码，每分钟都

会自动更新，并且也有点击立即刷新
的选项，能够防止二维码被调换。且
在使用时，扫码后要经过安全认证方
可完成支付。对于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的老人和儿童，可以开通电子社保卡

“亲情服务”，让家人代办。一个用户
的电子社保卡最多可以绑定 8 位亲人
的电子社保卡。

有观点认为，社保卡应用范围的
拓展，给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
协同与配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
此，盘和林认为，要统筹规划好同一类
民生服务卡的各项制度和服务管理模
式，避免重复建设。要明确政府各个
部门在各类民生服务卡建设方面的责
任及相应职能，做到统一管理，加强落
实。对于功能相近或重复的民生服务
卡，及时整合取消，避免资源浪费。

业内人士建议，应推动建立以社
会保障卡为载体的“一卡通”服务管理
模式，并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提高社
会公众对社会保障卡的认知度和使用
率，提升居民生活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有人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北京胡同里的寻
常百姓家，充满烟火气，鲜活而生动，是让人爱上北京的
理由之一。特别是走进青砖灰瓦的窄巷深弄，走过庭院
深深的四合院，迎面而来的街里街坊老住户……令人感
受到胡同作为这座古都的脉络，见证历史的变迁，承载
京城厚重的民风物貌，可谓“最北京”的建筑集群和最生
活化的场景。如今胡同生活的宁静、祥和和惬意，着实
令人神往。

留白增绿 增添街景颜值

“自小我就住在这儿，算是胡同里资格最老住户啦，
这些年感到周边环境发生巨大变化。”9 月 21 日，家住北
京东城区前门街道草厂四条的朱茂锦告诉记者。

据现年73岁的朱茂锦介绍，原来北京胡同的上空电
线密如蛛网，电话线、上网网线、有线电视线等，粗估一
下，怎么也得有几十根线在脑袋顶上晃着。别看胡同不
长，这些电线杆占了很多空间，更显狭窄，不仅有碍观
瞻，还有潜在安全隐患，让居民们很是闹心。

几年前，通过实施架空线入地改造，对胡同地下情况
进行“CT扫描”、挖沟、管线入地、穿线、恢复路面……不
仅景观大大提升，居民也不用再担心电线垂落等突发状
况了。

朱茂锦说，他们居住的是历史文化保护区，然而以
前住的房屋一般是木质结构，墙里塞的都是碎砖头，外
面涂上一层灰，历经岁月，很多墙皮都斑驳剥落，大多破
旧不堪。从 2003 年以来，政府把破旧的房屋都翻修一
新；2008 年将所有旧房推倒翻建、室内装修。街道改用
透水砖，现在采用花岗岩石头，更增添街景颜值。

不仅如此，胡同居民室内的水电气暖等基础设施也
进行了提升改造。由于胡同比较窄，做饭若用明火，稍
有不慎恐怕会火烧连营，出于安全考虑，把燃气换成电，
环保卫生干净。2017年之前采暖用壁挂炉，现在改用电
采暖，使用储能式电暖器，可自动控制，错峰用电，经济
方便，屋里温度保持在约 20 摄氏度。同时，胡同街巷景
观及电箱、电表、空调、檐口、下水道等配套设施也进行
了更新。

胡同虽窄，而绿意见缝插针。如今，胡同里错落有
致地种植了很多绿植，如竹子、海棠、葡萄，还有雏菊、郁
金香、盆栽荷花等，一年四季常换更新，让环境变得很优
美，居民的幸福感十足。

破解难题 加强精细化管理

随着城市快速发展，老城区管理曾日显滞后，背街
小巷胡同一度变成“脏乱差”的代名词。近几年，胡同有
了新变化，一些老屋改成非常有创意的休闲餐饮店铺，
有的地方甚至实施了整个胡同的改建，而那些不变的老
铺子还稀疏坐落在胡同最深处，胡同人家依然继续他们的生活。

“我是 1959 年 7 岁时随母亲来北京住在这个胡同的，感触颇深的是，原来
嘈杂脏乱的生活环境变得愈发宁静惬意，值得一说的是，我所在的是建国门地
区第一条‘不停车胡同’。”北京东城区建国门街道西总布胡同居民王凤如感慨
道。

据王凤如介绍，原来胡同里特别乱，小商小贩足有约40家，开墙打洞、门面
朝外，大声叫卖、车水马龙，早上还有生煤火炸油饼冒出来的浓烟，造成空气污
染，而且这里离协和医院比较近，常有人带着病人来往居住，旅馆很不规范，进
来的车辆随处乱停，常常叫卖声混杂着车辆喇叭声，胡同里一片喧闹混乱。自
从退休后，王凤如本想在家享受宁静的晚年，但是总感到日常生活被打扰。

据建国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介绍，西总布胡同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朝，那
时称总捕胡同。2017 年初，建国门街道启动对西总布胡同的环境整治提升工
作，加强科学精细化管理，注重发挥居民主体作用，协助胡同里的居民成立停
车自管会，共同协商胡同单行禁停实施方案。此外，还在社区的 7 个院落推行
居民自治公约制度，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环境整治成果。

胡同还引入了物业管理，每天固定清扫路面、清运垃圾。若要看到垃圾落
地，马上就有相关管理人员通过对讲机叫专人清理垃圾。

北京东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改造和整治过程“注意保留胡同特色，让城
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胡同是北京东城的丰厚历史遗产，是宝贵财富
和优势资源，要珍惜和保护好胡同资源，使它更富有历史风貌和文化底蕴，把

“精致东城”理念贯穿整治全过程，持续打造精品胡同。
（华 凌）

9月 22日是世界无车日。如今，骑
行、步行等慢行方式受到人们的青睐，城
市公园、步行绿道、公共自行车等慢行系
统建设上，各城市都在逐渐完善。日常
生活中，你的骑行、步行体验如何？

在世界无车日前夕进行的一项调查
显示（2003 人参加），80.0%的受访者日
常出行会尽量选择骑行、步行等慢行方
式。75.6%的受访者认为道路被停车占
用等问题影响了慢行体验。提升慢行体
验，62.8%的受访者建议严格停车位设置
规则，60.8%的受访者希望拓宽非机动车
道。

75.6%受访者认为道路被停车占用
等问题影响了慢行体验

某事业单位员工金凌（化名）很喜欢
骑自行车出行，“有段时间，我骑自行车
上下班，不用挤公交车还很锻炼身体”。

日常出行，80.0%的受访者会尽量选
择骑行、步行等慢行方式，4.4%的受访者
不会，15.6%的受访者会依据季节等情况
决定。

“太原的自行车挺多的，市民可以刷
公交卡骑自行车，非常便宜，只需要押
金，1小时以上才收费。虽然是固定停车
点，但点很多，所以也比较方便。”在太原
生活的杨洋（化名）说。

日常生活中，88.1%的受访者表示慢
行体验好，9.9%的受访者感觉一般，2.0%
的受访者觉得不好。

在北京的肖静（化名）住在三环边
上，一出门就要上一个天桥，这对于刚学
会骑自行车的她来说太难了。“骑行出门

最怕的就是碰到大立交桥和环路交叉
口，有时候等 10分钟都不敢骑过去，因
为一直有车辆穿梭，非常担心”。

调查中，75.6%的受访者认为道路被
停车占用等问题影响了骑行、步行等慢
行的体验，60.3%的受访者表示时常被机
动车侵扰，56.0%的受访者觉得非机动车
道较窄，35.7%的受访者指出有些道路没
有设置非机动车道。

“骑行在马路上，不仅过十字路口时
需要注意，一路上都需要特别小心，因为
不时有停在路边的机动车辆阻挡视线，
你根本不知道机动车前面什么时候会走
出一个行人，或者驶出另一辆车。有时
逼不得已只能去人行道上骑，自己被颠
得难受，还得一路跟人说抱歉。”肖静说，
上下班高峰时段，机动车道堵，非机动车
道也堵，自己想绿色出行，却堵在一堆机
动车里难以通过，非常无语。

杨洋说，现在自行车道经常和电动
车道混在一起，骑自行车很不安全，希望

有关部门能够合理设计。
肖静还指出，有的非机动车道非常

窄，“窄有窄的好处，机动车进不来，但自
行车骑起来也非常不方便。我骑行过一
段路，自行车必须得完完全全骑成直线
才能穿行，稍有偏离就会撞到栏杆，还不
能停不能回头，骑下来手心全是汗”。

如何提升慢行体验

提升慢行体验，62.8%的受访者建议
严格停车位设置规则，60.8%的受访者建
议拓宽非机动车道，53.0%的受访者提出
机动车应该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辆，
44.1%的受访者建议打通非机动车道“断
头路”，42.8%的受访者认为要保障好非
机动车路权。

“有些自行车道本来挺宽的，但都让
机动车占了，骑行的人反而没处骑。司机
在礼让行人方面做得也不好，有一次我在
绿灯时过马路，居然差点被右拐的车辆撞

倒，司机一点都没
有 减 速 让 人 的 意
思。”金凌认为，相应
的处罚、管理要跟
上，这些问题不治
理，单纯拓宽自行
车道是没用的，绿
色出行还是不安全
不放心。

“太原近年来
在公园绿道等慢行
系统的建设方面进
步很大，汾河周边都是绿道可以跑步，礼
让行人方面做得也很好，但还有很多需
要完善的地方，比如大家要去绿道跑步，
需要走很远，期待以后的生活更加方便，
能随时随地绿色出行、健身。”杨洋说。

调查中，69.5%的受访者希望所在城
市加强绿地、亲水空间方面的建设。受
访者期待的其他设施还有：城市公园
（63.2%）、城市绿道（60.9%）、户外运动设

施（51.0%）和休闲小镇（26.4%）等。
肖静希望有关部门在城市设计方面

有更多作为，北京有的公园里，绿道和自
行车道并行，周末大家可以悠闲地步行
和骑行，非常舒适，这样的人性化设计越
多越好。

受访者中，一线城市的占 31.8%，二
线城市的占 55.2%，三四线城市的占
12.4%。 （王品芝）

近日，在 2020中关村论坛上公布，
北京市将建设全球首个网联云控式高级
别自动驾驶示范区。该示范区以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全域（60平方公里）为核
心开展建设。到 2022年，将完成“智慧
的路、聪明的车、实时的云、可靠的网和
精确的图”五大体系建设，并打通网联云
控式自动驾驶的技术和管理关键环节，
形成城市级工程试验平台，实现一系列
应用场景商业化落地和一批中间产品推
广应用。

目前，国内外自动驾驶企业主要采

用单车智能技术路线，受多种影响，单
车智能技术路线短期内无法实现 L4及
以上自动驾驶车辆的大规模运行。近
年来，我国提出基于网联的自动驾驶技
术路线，逐步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
欧盟发布了网联式自动驾驶技术路线
图，美国密歇根州开始建设第一条网联
自动驾驶走廊。奥迪等知名整车企业
开始在产品上布局V2X车路协同相关
功能，业界共识不断凝聚。但总体上
看，基于网联的自动驾驶落地仍有较多
难题。

“北京市示范区的高级别具有两层
含义，即包含 L4 以上的高级别自动驾
驶，又意味着云控是网联式的高级阶段，
通过车网深度融合，实现车路协同，发挥
网端作用，降低车端成本，促进汽车产品
创新和产业转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示范区建设将采取“小
步快走、迭代完善”的方式，以3—6个月
为一个迭代周期，不断修正完善后续建
设方式和内容，逐步识别出车路云之间
的最佳配置关系，按照 1.0阶段（试验环
境搭建）、2.0阶段（小规模部署）、3.0阶

段（规模部署和场景拓展）、4.0阶段（推
广和场景优化）的步骤层层推进，形成成
熟模式后将逐步向北京市其他区域复制
推广。

据了解，目前，北京市已开展 1.0阶
段建设，部署 10公里城市道路、10公里
高速公路和1个AVP停车场的智能化基
础设施。实现自动驾驶出租车、高速公
路无人物流、高速编队行驶、自主代客泊
车、智慧公交、无人小巴、远程驾驶、末端
配送等应用场景。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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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卡已签发2亿张

社保卡按下“电子化”加速键

北京将建全球首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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