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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智能“秒批”，跨省
开办或注销企业全流程上“云端”，刷脸提取
公积金轻松到账，新生儿出生落户、办社保
“一件事”办结……如此便捷顺畅的办事流
程，现如今频繁出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

这得益于各地区各部门近年来大力推进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要推动更多服务事项一网通办，做到企
业开办全程网上办理。这是政府工作报告连
续两年就“一网通办”作出重要部署。

作为实现全国“一网通办”的总枢纽，至
5 月 31 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已上线试运行
满一年。一年来，平台自上而下着力打通跨地
区、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壁垒，推动全国各地
区各部门政务服务从“独唱”到“合唱”，让更
多政务服务事项实现更大范围的“一网办”
“跨省办”“异地办”。

政务服务“一张网”逐步实现全覆盖

推进全国“一网通办”，需要谋定而后动。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互联网+
政务服务”工作，多次作出重要部署。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创新行政管理和服
务方式，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建设。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
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关

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等一系列政策
文件，从顶层设计上对“一网通办”进行全面
部署和统筹规划。

按照部署，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于 2018 年
4 月启动建设，标志着致力于推动跨地区、跨
部门、跨层级“一网通办”的全国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建设按下了“快进键”。国家政务服务平
台作为全国一体化平台的总枢纽，各地区各部
门平台作为全国一体化平台的具体办事平台，
政务服务全国“一盘棋”的格局加快形成。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建设，2019 年 5 月
31 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含 PC 端、移动端
和小程序）正式上线试运行。上线一年来，平
台陆续接入地方部门 360 多万项政务服务事
项和 1000 多项高频热点办事服务，推出了长
三角、京津冀等区域一体化政务服务，以及出
入境、留学等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一网通
办”服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陆续推出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服务专栏”和疫情防
控、复工复产、就业服务等 15 个服务专题，成
为“保企业”“稳就业”的重要服务渠道。截至
5 月 31 日，平台实名注册人数超过 1 亿，访
问人数超过 8 亿，累计浏览量达 50 亿人次。

与此同时，国家平台不断推动与各地区
各部门平台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
全国横纵贯通的政务服务“一张网”局面逐渐
打开。从国家层面看，国家平台实现了与 31
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40 余个

国务院部门平台互联互通。按照全国一体化
平台统一标准规范，全国 31 个省级政府构建
了覆盖省、市、县三级以上政务服务平台，其
中 21 个地区按照规范化、标准化、集约化的
建设要求，实现了政务服务省、市、县、乡、村
五级服务全覆盖，政务服务“村村通”已不再
是愿景。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基础支撑作用

日益显现

推进全国“一网通办”，规范标准是根基。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建成了全国统一事项管
理、统一身份认证、统一电子证照、统一电子
印章等系统，有力支撑了各地区各部门提供
更高效便捷的网上政务服务。

统一身份认证是网上办事的第一张“通行
证”。据浙江省大数据局有关人员介绍，依托国
家平台的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在浙江，1400 万
外省籍创业者和在省外的 600 万浙江籍创业
者，不用在家乡与工作地之间来回奔波，就能
在全国及各省政务服务平台上自由“漫游”。

为解决企业、群众办事材料多、跑腿多的
难题，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会同有关部门积极颁
布 30余项电子证照标准。在此基础上，全国多
地大力推动电子证照应用，营业执照、社保卡
等“电子亮证”的应用场景正在不断增加。

自去年上线试运行以来，国家政务服务
平台累计为地方部门提供身份认证核验服务

5 . 3 亿次，提供电子证照共享交换服务
8000 万次。

上下合力推动数据高效共享与治理

推进全国“一网通办”，难在数据共享。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第一次实现地方部门政
务服务数据共享需求统一受理和服务，推
动实现政务数据“一网通享”。

疫情防控期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健
康码”的互通互认，就是政务服务大数据全
国范围内共享利用发挥的功效。国家政务
服务平台会同卫生健康委、移民局、民航、
铁路等有关部门和单位，推动疫情防控相
关数据汇聚共享，供各地区各部门调用。

为推动全国“一码通行”，国家政务服
务平台推出“防疫健康信息码”服务，汇聚
并支撑各地共享“健康码”数据 6 . 23 亿
条，累计服务 6 亿人次，访问超过 15 亿人
次，为推动各地健康码“互通互认”和“一码
通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按照既定的“时间表”，到 2022 年底
前，全国政务服务将全面实现“一网通办”。
据了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家政务服务
平台将继续在现有成果基础上拓展服务的
深度和广度，不断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
式，让全国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渐行渐近，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数字政府”建
设提供有力支撑。

让全国“一网通办”渐行渐近
写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上线试运行一周年之际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新华社联合知乎发
起《两会云问答》，钟南山、雷军、姚明、张文
宏、雷佳、郎朗首次跨界“云”问答。医生钟南
山的问题是：经此一疫，你形成哪些健康的生
活方式？你有哪些健身故事？

“我会注意通风、勤洗手，打喷嚏掩住口
鼻，不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坚持使用公筷，
坚持锻炼身体，不吃太饱。”这是钟南山院士
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分享的他的生活习惯。

这些习惯，在此次疫情中尤显珍贵。
5 月 22 日，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

告，其中就提出：“倡导全民健身，使全社会充
满活力、向上向善。”你在这场疫情中养成了
哪些好的生活习惯？钟南山院士的这一提问，
得到了 1245 个知乎网友的回答。

“疫情前一个月就得了过敏性鼻炎，医生
让出门戴口罩，当时觉得闷，一直不愿意戴，
直到疫情来了，彻底治好了过敏性鼻炎。”网
友“Doctor-徐泌语”是苏州大学临床医学院
一名硕士在读生，她分享了自己在疫情中戴
口罩的意外“收获”。

持续的疫情实实在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方式，尽管长时间戴口罩并不舒服，尤其是在
做剧烈运动时还会对身体产生不利影响，但
很多网友已尝到口罩带来的“甜头”。

网友“王郝”是北京协和医院重症科一名
医师。他分析：“外科口罩有喷绒布夹层，能过
滤更多的粉尘，能有效保湿。”他笑称，“自从
随时戴上外科口罩，感冒没有了，口鼻湿润，
呼吸顺畅，还可以持续锻炼心肺功能，简直是
开启了新生活。”

口罩是阻断病毒传播的有效办法，而良
好的卫生习惯，同样是抑制病毒入侵的良方。

这在疫情中得到民众的高度认同。

网友“灵椿八千”的卫生习惯本来就很
好，洗手频率高于常人，而且坚持用七步洗手
法。“疫情后，每次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手，
洗完手后再用医用酒精擦拭手机，这个步骤
在过去是没有的。”他说。

疫情期间，餐馆歇业外卖停送，很多网友爱
上了做饭，饮食上也更关注健康。“更注重肉蛋
奶的摄入，少吃外卖”是很多网友总结的心得。

熬夜，生活作息不规律，是现代人的通
病。不是不知道早睡早起身体好，但我们总有
各种理由熬夜，或因工作压力大或因自控力
差。所以就只好一边“熬夜自残”，一边“泡枸
杞养生自救”。

黑眼圈、脱发、肤色暗沉、排便不规律、耳
鸣、腰疼——— 这些是网友“京墨”在疫情前因

为长期熬夜，“成功”把自己搞出的各种毛病。

经过疫情期间两个月的调整，她的问题得到
很大缓解。

此次疫情还让我们看到：对抗病毒除了积
极配合治疗外，也少不了培养身体自我修复的
内生动力，而提高自我修复能力，一定少不了
运动健身。常年健身的网友“Chelios”对于健身
也有了新的认识，“不再一味追求肌肉量，挑战
举起极限重量，而是注重身体的恢复，把握合
适的训练强度。”他现在开始每周规律跑步，更
加注重心肺功能训练，饮食也从过去只在乎蛋
白质摄入，转变为如今注重三大营养素均衡。

运动不限形式，健身不分地点。疫情期间
健身房长时间关闭，大家也不能轻易外出锻
炼，但这并没有给运动爱好者带来太大困扰，
机智的网友想出了各种在家锻炼的招数。他

们买来瑜伽垫、哑铃、瑜伽球等健身器材，
借助健身 App 和运动教学视频在家做运
动。还有网友把家“改装”成羽毛球场地，叫
上老爸老妈一起打球。

疫情让很多网友重新思考生活方式是
否健康、科学。网友“一直特立独行的猫”

说，疫情让她变成“断舍离”爱好者，开始追
求简单可循环的生活方式。“以前天天在外
面吃饭，买一些不必要的东西，生活方式也
不健康。(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每天抱着手
机买口罩，消毒液之类的，后来每天都奔波
在各个群里团购，总觉得买的不够多，后来
突然不想买了，退出了很多团购群，每天只
拿很少的时间来买东西，专心工作，不再天
天为买买买激动。”

现在她会在阳台上种花种菜，在网上
学会如何用家里的厨余垃圾沤肥，然后给
花、蔬菜施肥。她还尝试整理出以前购买却
没来得及使用的学习资源，排好课程表，趁
着疫情期间每天带孩子学习。

网友“喵小鱼”也在疫情期间养成了看
书的习惯。她和朋友约定每周互赠一本书
细读，一起分享、共同进步。

健康的生活方式，大家都向往，也都知
道该怎么做，但难在一个恒字。现实中，很
多人总是“奋起健身”——— 平日超级懒，一
练超级猛；吃了三天健康饮食，就迫不及待
要整点高热量大餐“补补”。

目前，从世界范围看，疫情还不容乐
观，作为个体，唯有将在此次疫情中形成的
良好生活习惯持之以恒地保持下去，无论
未来是晴朗还是风雨，我们都能从容应对。

(本报评论员吉玲)

经此“一疫”，你形成了哪些健康生活方式？

▲▲扫描二维码，
关注“新华每日电讯”微
信公众号，浏览更多《两
会云问答》精彩内容。

两 会 云 问 答

新华社北京 5 月 30 日电（记者胡喆）5
月 30 日凌晨，第四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
来之际，长征十一号固体运载火箭呼啸而出、
直刺苍穹，以“一箭双星”的方式成功将两颗
新技术试验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从 2015 年 9
月首飞至今，长征十一号火箭已连续九次成
功将 39 颗卫星送入太空，连续 9 次高精度入
轨、零窗口准时发射，充分展示了火箭优异的
可靠性、任务适应性和多样化发射能力。

发射场景多：“大陆、大海”任尔翱翔

长征十一号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
制，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唯一一型固体运
载火箭，可在不同发射场、海上和陆地实施发
射。火箭全长近 21 米，重 58 吨，起飞推力
120 吨，兼容 2 米和 1 . 6 米两款整流罩，可将
500 公斤的有效载荷送入 500 公里的太阳同
步轨道。

“与以往的发射任务相比，此次发射任务
实现了三个突破。”长征十一号火箭总设计师
彭昆雅介绍，这三个突破，即首次在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执行火箭发射任务；首次采用 2 米
直径整流罩；首次采用全新信息化发射平台
实施发射。

继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陆上发射和山东
海阳的海上发射之后，此次长征十一号火箭
首次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执行发射任务，充
分利用新发射场的地理纬度、海拔高度的优
势，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合练和首飞任务，
充分验证了运载火箭的较强的环境适应性。

彭昆雅介绍，与此前 1 . 6 米直径的整流
罩相比，此次任务首次采用 2 米直径整流罩，
为卫星提供了更大的使用空间，更好满足多
星发射需求。发射的两颗卫星采用串联布局，

首次在固体运载火箭上设计了内支撑结构，
将整流罩隔离出“ loft 结构”，能够为卫星提
供良好的“居住环境”和“搭乘体验”。

在此次任务中采用的全新的发射平台具
有高度集成、高度智能的特点，具备独立实施
发射能力。可灵活选择发射点，大幅增强陆地
发射的轨道适应性。采用智能化测试系统，大
幅缩短了发射准备时间。

“通过此次发射充分验证了长征十一号
火箭对发射任务的适应性和多样化发射的能
力，未来火箭还将持续增强海、陆全域发射能
力，将长征十一号火箭打造为国内适应性较
强的运载火箭。”彭昆雅说。

履约周期短：“快响利箭”名副其实

在新一代运载火箭家族中，长征十一号
火箭有“快响利箭”的美称。更重要的是，科技
人员在不断总结发射经验的基础上，不断革
新，使“快箭”越来越快。

以往，长征十一号火箭发射任务的履约
周期至少需要七八个月甚至一年，而现在在
极限情况下，一发火箭从论证可行性到实施
发射只用五个多月。

“这得益于型号队伍一直以来积极探索
固体运载火箭的去任务化管理和并行设计思
路。”长征十一号火箭副总指挥金鑫说，研制
团队在火箭箭体总装去任务化基础上，实现
了飞控软件的去任务化。

“总装和测试效率的提升，为今后长征十
一号火箭进入高密度发射奠定了基础。履约
周期越短，市场快速响应能力就越强。”金

鑫说。

市场更广阔：“太空专车”席位亮相

目前，长征十一号火箭已经成为实用
的商业火箭，在市场上真正实现了商业发
射。未来研制队伍还将在现有基础上研制
一款新型火箭，运载能力达 2 吨。

“运载能力越大，每单位重量的有效载
荷进入空间的成本就越低，火箭的经济性
就越好。”长征十一号火箭总指挥李同
玉说。

届时，火箭的发射价格仅相当于国际
主流发射价格的三分之一，具备强劲的国
际竞争优势，能为各类型载荷提供专属、定
制服务，开拓中国长征火箭更为广阔的商
业市场。

李同玉告诉记者，研制队伍在主载荷
有剩余运载能力的情况下，开发了搭载服
务，专门为未来剩余运载能力的开发开了
窗口，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每半年就
在网上更新长征十一号火箭剩余运载能力
的搭乘机会。

这种主动亮出“太空专车”席位的做法
为长征十一号火箭争取到了更多用户。从
2018 年第三次发射开始，长征十一号火箭
就采取“专车、拼车”等模式，满足小卫星多
样化的发射需求。

“后续，我们希望把火箭的运载能力做
得更大。为未来运载火箭的更新换代、为进
一步提高运载火箭的经济性奠定基础。”李
同玉说。

“大陆大海”皆可发射，“快响利箭”名副其实
“一箭双星”！长征十一号火箭第九次成功发射有何看点

▲ 5 月 30 日 4 时 13 分，我国在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采取“一
箭双星”方式，成功将新技术试验卫星 G 星、
H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任
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郭文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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