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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共享

不动产登记“快起来”

“一个窗口就能办完，真是太方便了！”
7月7日下午，淄博市民韦慧珠来到张店区市民
中心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说起现在的办事流
程，她连竖大拇指，感叹再也不用交各种各样
的资料，各个窗口到处跑了。

因为工作原因，韦慧珠需要经常办理不动
产登记业务。韦慧珠介绍，原来办登记业务需
要取3次号，在5个窗口办理，提交20余种资
料，至少2个半小时才能完成的登记申请，现
在只需取1次号，在1个窗口办理，提交7种资
料，半小时内即可完成。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淄博发挥市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信息共享优势，直接调用公
安、市场监管、民政等部门的信息，将原先分
散在5个窗口办理的档案查询、权籍出图、合
同打印、税费缴纳、登记申请等业务，集成到
1个综合受理窗口，既减少了工作环节、缩短
了办理时间，也精简了档案查询结果、完税证
明、不动产图纸等纸质资料，避免了身份证
明、权属证书等资料的重复提交，提高了办事
效率。”淄博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国强介绍。

办事不求人，更省心，办事减材料，更省
事。威海市充分利用省市数据资源优化不动产
登记流程，大幅度缩短了不动产登记流程。不
动产办理时限从原来5个工作日，逐步压缩到3
个工作日，再到1个工作日办结。如今，用户
通过“爱山东”App(威海分厅)“二手房转移
登记”事项即可实现线上不动产登记预约办

理。事项上线不到一个月，通过线上受理二手
房转移登记业务达152笔，办事效率提高90%以
上，真正实现了变“群众跑腿”为“数据跑
路”，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办事。

为推进线上申请、线下查看、现场核验、
随到随办的“一网通办”业务再创新，潍坊也
下了不少功夫。在2019年不动产抵押登记“不
见面审批”工作试点成功后，潍坊市又创新实
现了市区不动产抵押登记和公积金贷款不见面
审批联办。采用“外网受理、内网审核”模
式，申请人在银行“便民服务点”提出登记申
请并提报有关材料，银行工作人员录入信息、
上传有关资料，不动产登记机构、公积金管理
部门进行远程审核，审核通过后相关信息推送
至银行，银行工作人员可到相关登记中心领取
不动产登记证明、发放贷款。申请商业贷款的
申请人，也可在银行同步完成贷款申请和不动
产抵押登记。

从全省看，6月30日省不动产登记“一网
通办”便民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平台关联
了全省136个县(市、区)、190个登记大厅、91套
登记系统，通过信息跨区域、跨层级共享，全
面应用电子证照。

不只是不动产，目前山东正加快政务信息
汇聚共享，构建一体化大数据平台，按照“共
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一律依法向社会
开放”要求，持续加大数据共享开放力度。截
至7月底，6大基础库汇聚数据达39 . 5亿条，较
年初增加79%；省直各部门全面开展主题库、
专题库建设；省数据共享平台累计为各级各部
门提供服务16 . 9亿余次，省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发布数据1 2亿条，分别较年初增长2 4 5%、
45%。

一号通行

公积金实现“刷脸”提取

近期，山东多地进入电子证照“试用
期”。通过完成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升级，实现
一人一号、一企一号。手机亮证甚至只是刷一
下脸，就能完成业务办理。

滨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苏向华
介绍，通过电子档案系统，滨州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全面取消了收取复印件的要求，同时借
助数据共享和电子证照，实现了电子身份证的
对接和调用。“客户在柜台办理业务时，只需
通过手机出示在‘爱山东’App上申领的电子
身份证，或者在柜台刷脸，即可办理相关业
务，无需再提供身份证原件。我们通过调取共
享数据，生成数据模板，再由客户进行确认的
方式，实现业务受理过程中减少要件，简化流
程。目前针对应用频率较高15项数据定制模
板，进行试用。”滨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首
席代表岳辉说。

流程顺了，效率自然高了。有了大数据的
支撑，济南公积金业务建立了秒批秒办、不见
面审批、你不用跑我来跑模式相结合的全网办
模式。这种模式涵盖了公积金中心全部13类提
取业务、16项缴存业务、4类贷款业务及5类证
明开具业务，实现缴存单位数据证书UKEY颁

发及电子签章应用，网上可办业务比率已达
90%以上。

青岛市的公积金业务也实现了秒批。通过
连通民政部、省民政厅、市民政局等9个部
门，调用33项数据，青岛实现了户籍、不动产
登记、房产交易、社保等数据资源的共享。如
今，44个服务事项可在网上办理，其中30个事
项实现网上“秒批”。

如今在东营，办事群众也愈发感受到政务
服务的高效与贴心。集网厅、微信、手机App
等八大渠道于一体的东营“智慧公积金”平
台，实现了全流程覆盖和业务、结算、记账自
动化，建立起了数据同城同库、服务同城同
规、业务全城通办的管理机制，为“一网通
办”“一次办好”提供了有力支撑。13项归集
服务事项所需材料要件已由39个精简为16个，
各项业务离柜率超过80%。东营市还将住房公
积金管理政策、办事流程、办理地点及所需资
料等40多项服务内容制作成二维码，手机一扫
“码上”就知道。

据了解，创新住房公积金服务模式，山东
正在大力推进“一号通行”，将公民身份证号
码和法人社会信用代码作为唯一标识，“一人
一号”“一企一号”即可办理所有网上政务服
务事项。目前，全省85%面向社会服务的应用
系统已实现“一号通行”，正拓展覆盖范围，
加快向其他领域延伸。

信息共享

入学报名实现“零跑腿”

推进大数据信息共享，首要一条就是要方
便老百姓，将生活中原本的“堵点”打通。为
解决排队冗长拥挤、证明材料繁杂等“入学
难”问题，山东多地通过数据归集、信息共
享，实现了义务教育入学报名“零跑腿”。

理顺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报名机制，潍坊
市依托省、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协
调市直6个部门提供了常住人口信息、不动产
登记信息、社保缴费证明信息、购房合同信
息、个体工商户基本信息、出生医学证明等6
类业务数据，涉及数据字段20余个，为全市有
关县市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报名提供了数据共
享支撑。家长通过电脑或手机就能填报报名信
息并上传证明材料，后台自动比对核验，只需
15分钟左右即可完成入学报名，审核通过后自
动形成电子版入学通知书。

最近，潍坊市大数据局联合市教育局，打
通了“潍事通”App与潍坊教育微服务平台的
业务和用户通道，整合上线了城区义务教育入
学报名功能。潍坊城区凡符合入学条件儿童的
家长，仅需一次注册登录，即可以使用“潍事
通”App，用手机完成“掌上报名”全过程。

日照市也以“互联网+”为依托，重塑入
学流程，使义务教育报名实现“一平台通
办”。只要下载“爱山东”App进入日照分
厅，点击“义务教育新生入学服务平台”后选
择所在区县，就可以进入本区县的报名系统填
报学生信息。点击“我要报名”，选择孩子所
要报名的学段，即可完成入学报名。真正做到

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同时还对
鉴别假冒伪造证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切
实减轻了家长负担。

有了统一的政务服务平台，政务服务才更
精准、更便捷。威海市依托政务服务平台开发
了市区高中入学招生信息网上审核平台，市直
高中招生家庭区域审核网上提交、自动审核，
全程无纸质材料提交。家长只需注册登录山东
政务服务网和“爱山东”App(威海分厅)，打
开“市直高中招生家庭区域审核”应用，输入
学生身份证号码，选择以户口地址、房产证地
址、学校地址三种验证方式中的一种，即可完
成申报流程，待后台数据校验完成后，审核结
果即自动推送至学生家长。此外，针对中小学
招生报名入学事项，威海还开发了环翠区中小
学招生入学服务平台，实现了从家长报名、数
据核验、报名档案管理、分配、调剂、发放入
学通知书等一体化管理模式，目前平台建设已
初步完成，近期将在全区推广培训，实现全区
34所中小学校开展网上招生入学工作。

除了通过共享信息实现义务阶段教育入学
“零跑腿”，东营市还通过深度挖掘适龄儿童
区域分布、家长年龄及教育程度分布、学生来
源、区域生源流动等大数据，提前预判下一年
招生趋势，为招生片区调整、新建学校布局、
推动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等教育改革决策提供
科学参考依据。

数聚赋能

企业融资有了数据“背书”

山东加快推进数据汇聚共享，不断拓展数
据应用场景。最受中小企业关注的融资领域，
大数据思维提供了全新的解题思路：通过数据
共享画出企业“信用画像”，金融机构与企业
的信息壁垒被逐步打破，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得以解决。

“从我发出贷款需求到银行放款只用了2
个小时。”7月5日，山东聚力防静电科技有限
公司法人代表马迎春在滨州市智慧产融综合服
务平台发布了200万元的贷款需求，经过精准
匹配，2个小时后，建设银行的资金打到了企
业账户上，解了企业急需资金采购原材料的燃
眉之急。

“企业为什么愿意来，因为我们能提供政
务数据背书的‘信用画像’，在企业和金融机
构之间当好红娘和桥梁。”滨州市产融综合服
务中心运营总经理王可泉说。

企业在平台注册账号时，平台便获得授

权，通过政府共享数据，获取企业在政务部门
的基础数据，如工商注册、不动产抵押、企业
社保数据等，涉及9部门25大类。再利用系统
的金融科技算数模型自动运转分析，给出企业
信用评级。“企业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可以看
到滨州所有的金融产品，同时滨州的金融机构
也可以看到企业具体的融资需求和平台对该企
业作出的信用评级，双向选择快速对接融资需
求。”王可泉介绍。滨州市产融综合服务中心
线上平台去年12月9日投入运行，截至目前已
经注册企业4125家，累计为企业解决融资需求
56 . 03亿元。

在淄博，淄博智慧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也在
发挥相似的作用。通过数据共享，平台获取来
自海关、工商、税务等13个部门的156项数
据。政府重点扶持企业名单、企业需求、审核
管理、授信管理等信息都清晰呈现。目前，平
台吸引了淄博市内的36家银行以及5家担保公
司进驻。“我们平台的优势在数据，金融机构
想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平台中企业的数据对
他们而言‘一目了然’，这就大大解决了信息
不对称的问题。目前我们这个平台发放贷款
113亿元。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年度认证企业1万
家，依托平台发放贷款金额300亿元。”平台
工作人员王翰林介绍。

打造本地互联网金融旗舰平台，潍坊也创
造了新模式。近日，由潍坊市大数据局、潍坊
市农商银行研发的线上办贷产品——— “潍e
贷”正式上线。“潍e贷”以政务数据、行内
数据、征信数据为依托，以微信公众号为载
体，实现贷款申请、准入、评级授信、审查审
批、自助放款、自主还款全流程线上办理。

省级层面，省大数据局会同省地方金融监
管局等部门，基于省统一的政务云、政务网和
一体化大数据平台建设，打造了“服务中台
+金融超市”模式的省级融资服务平台，实
现市场监管、社保、公安、不动产等60
余类数据汇聚应用。平台已于6月底上
线运行，截至7月30日，已累计完成
839笔授信，累计使用数据16 . 1万
次，社保数据已用10万余次。

山东省大数据局相关负责人
透露，山东下一步将统筹推进数
据“深应用”，以与企业、群众
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领域为重点，
通过优化“数据流”再造“业
务流”，进一步减流程、减环
节、压时限，促进大数据与业
务工作深度融合，提升“一窗
受理·一次办好”改革成效。

今年以来，山东组织
开展数字政府建设“四个
一”重点任务攻坚，加快
“一个平台一个号、一张
网络一朵云”建设，深化
数据“聚、通、用”，以
数据融合应用驱动业务重
塑、制度创新，为流程再
造提供大数据支撑。

“数聚赋能·流程再
造”媒体采风行聚焦山东在
不动产登记、公积金服务、
教育入学、金融服务等方面
的典型做法，探寻山东在推
进数字政府建设“四个一”
重点任务攻坚工作中的经验
和成果，讲好“数聚赋能”
的山东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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