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首家社区自助档案查询系统启用

家家门门口口查查档档，，不不再再多多跑跑腿腿
本报6月9日讯 (记者 肖

龙凤 通讯员 刘春亮 尚贞
涛 ) 9日，历下区档案局自主
开发的“民生档案社区自助查
询”系统在甸柳新村街道社区
服务中心启用。只需不到3秒，
历下居民就能查阅到自己的婚
姻、招工、职工调动和知青等4
项民生档案。

据悉，这一便民系统在全
省尚属首家，仅粗略估计，该系
统涵盖了约28万件民生档案。
最晚到7月底，历下其余12个街
道办的社区服务中心大厅都将
安装这一系统，居民在家门口
即可查询自己的民生档案。

9日上午，家住甸柳七区的
朱女士早早来到甸柳新村街道
社区服务中心，体验这一最新
上线的便民系统。她刚走到终
端查询机跟前，系统就发出了
温馨语音提示，“请把身份证放
在指定区域。”朱女士查询了自
己的婚姻档案，工作人员核实身
份后，很快为她打印出28年前的

《婚姻登记申请书》，并加盖档案
证明材料专用章、填写档案号，
不收取任何费用。“看到这个申
请书，我想到了当年谈对象的
情景。”朱女士笑着说。

记者从历下区档案局了解
到，去年此时，该局实现了档案
的数字化，建立起数字档案馆，
为推出民生档案社区自助查询
系统奠定了基础。今年年初，为
了让辖区群众少跑腿，在家门
口就能及时便利地查询到与自
己有关的民生档案信息，历下
区档案局开始研发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民生档案自助查询
系统”。这一项目也是今年历下
区100件民生实事中唯一一项
科技创新惠民项目，共投入51
万元。

系统经过前期近5个月的攻
关研制和调试，现已经定型。使
用这套系统后，各街道辖区居民
可以在本社区服务中心，利用自
己的第二代身份证自助查阅到
包括婚姻、招工、知青等信息，非
常方便快捷，减少了往返区档案
馆查询相关资料的麻烦。

据历下区档案局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民生档案用处挺大
的。如婚姻登记证，有的人不小

心丢失了结婚证后就需要到档
案局开具婚姻登记资料，无论
是买卖房子、出国旅游，还是办
理离婚、继承财产等牵扯到经
济纠纷的事情，都能用到。

据介绍，目前系统内含有
的数字化档案众多，1955年至
1997年之前的婚姻档案以卷
计，共3540卷，其中结婚档案每
卷约50-80件，离婚档案每卷
约30-50件，按平均每卷50件
粗略计算，约有177000件；1997
年至今的婚姻档案以件计，有
60085件；招工和上山下乡的约
有近4万件；职工调动的有约
8000件。据此粗略计算，该系统

目前已有28万多件档案。
除了免费安装查询终端，

历下区档案局还对各街道进行
授权、发放在公安部门注册备
案过的档案证明材料专用章。
街道工作人员核验身份证明与
所打印的民生档案原始材料相
一致时，可填写相关档号、出具
证明，查询人不必再跑到区档
案局盖章。另外，除了在服务大
厅内部设立查询机外，甸柳新
村街道还在小区广场设立了室
外查询机，刷身份证后即可查
询相关档案，实现了全天24小
时方便群众查询，这在全国尚
属首次。

本报6月9日讯(记者 崔岩)

省城已建成的二环东路等高架路因
部分下桥口设置不合理等“先天不
足”，导致部分区域车辆在高架下桥
口排长龙。9日，山大北路下桥口再
次“动刀”，通过新增车道等措施“破
堵”。

“我们前期曾采取调整信号灯时
间、增设东西方向中心隔离护栏、增
加警力等多项措施，但该路口拥堵现
象依然存在。”历城交警大队副大队
长刘金亮分析说，二环东路高架桥在
山大北路路口南北两侧各有一处上
下匝道，相当于将两个路口的交通流
量叠加在了一起，车流量很大，而该
路口东西方向的华龙路和山大北路
均为双向四车道，通行能力较差，导
致该路口早晚高峰极易拥堵。

经过前期流量调查，交警发现，
山大北路下桥口近一半的车辆需要
左转弯。所以，这次改造在前期车道
划分的基础上，重新对车道进行了
规划，原来两排左转在早晚高峰期
间增加到三排，满足下桥左转车辆
的需求。

9日上午，记者在山大北路下桥
口位置看到，前方显示屏幕上，右侧
第二排车道变为了左转和直行的可
变车道。由于第一天运行，不少老司
机下桥后猛然发现直行车道突然变
为左转，都有些不适应。

“交警将根据时间、实际流量情
况，来控制左转和直行的车辆，对可
变车道进行切换。”刘金亮提醒说，
当司机驾车从高架桥上驶下来到下
口时，就应当抬头看空中的LED显
示屏，根据显示屏的内容，选择正确
的车道。

本报记者 崔岩

绿色出行

遭遇换乘难

不少市民上班或外出
办事，距离公交站牌都有一
定的距离。近的可以步行，
远的则要骑自行车。这段路
程，被称为出行的“最后一
公里”。9日，记者在济南部
分公交站点随机采访发现，
遭遇“最后一公里”出行难
题的市民不在少数。

公交是不少济南上班族
采用的主要出行方式，目前，
公交线路虽然多，然而，却无
法达到“公交就在家门口”的
现实。

经常开车上班的徐女士
告诉记者，自己家住华能路
上，如果乘公交上班必须要走
两公里，“走吧，远了点，要是骑
自行车过去又没地停车。”记
者采访中，不少市民有类似徐
女士的困扰，需要步行二三十
分钟才能到达公交站点，如果
骑自行车去公交站点，则又会
遇到停车难题。

以二环东路与花园路路
口为例，周边共有21路公交
车在此通过，每天约4000余
班次公交车站点停靠，近五
万多人在此换乘。不少市民
为了方便，骑自行车过来换
乘公交，就将自行车随意停
放在路边。

“很多公交站点甚至变成
了停车场，停满了自行车和电
动车。”二环东路一位执勤交
警表示，这些违规停放的车
辆，不但造成路口通行秩序混
乱，还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车
辆丢失也是常有的事情。

取缔15个机动车位

可停千余辆自行车

9日上午，在二环东路
与花园路路口东北角的山
东环联小商品市场前，记者
看到，自行车和电动车整齐
有序地停放在刚刚设置的
螺旋式自行车架上。这里是

“B+R”绿色出行设置的首
个换乘点。

“‘B+R’，B是Bike(自行
车)的简写；R是Ride(公交)
的简称。”历城交警大队副大
队长王程强介绍说，所谓“B+
R”，就是骑自行车换乘公交
车，公交车换乘自行车，通过
自行车和公交车的结合实现
交通的畅通。

王程强说，为了在二环
东路与花园路路口设置“B+
R”自行车免费停车场，专门
取缔了机动车位15个，安装
禁停隔离设施16个，安装自
行车停车架240米，可停放自
行车1000余辆。

据介绍，换乘点的设置
将自行车出行与公交方式相
结合，分别发挥各自优势，不
但可扩大和延伸公交车的影
响范围，同时便于利用自行
车实现居民出行点与公交枢
纽间的换乘衔接，进而缓解
城市道路的交通压力，实现
绿色出行、公交优先、环保低
碳的出行方式。

“把自行车放在这里，可
以换公交车挺方便的。”刚下
公交车，正巧来取车的王女
士告诉记者，原来没有停车
架的时候，自己也会偶来把
自行车放在这，车子横着竖
着放都有，现在整齐了不说，
也防盗、放心。

经十东路也将

推广“B+R”

“通过试运行这十天来
看，效果非常好。今天将正式
运行，我们也对交通参与者
发出倡议，尽量采取绿色低
碳的出行方式。”王程强说，
交警部门设置自行车架的目
的，就是为自行车安全停放
提供位置，让他们安心放这
里，换乘其他出行方式。

山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
研究中心主任张汝华告诉记
者，市民“自行车+公交车”的
绿色出行方式应该得到鼓励，
相关部门应该考虑居民的“最
后一公里”出行难题，在公交
站台附近提供自行车停放区
域，同时保障车辆的安全。

按照交警计划，下一步，
还将在经十东路等路段推广

“B+R”换乘区。然而，交警部门
也承认，换乘点虽然改善了自
行车出行环境，却只是在弥补

“历史欠账”，关键在于治本。
山东交通学院交通与物

流工程学院教授蔡志理也认
为，“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与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和相关配
套设施不完善有关。过去的公
交线路、站点的规划和建设，
对停车问题重视不够，导致站
台附近停车设施先天不足。这
种供需矛盾的背后，隐藏着更
为本质的问题，那就是城市建
设规划的滞后性。

“但是，我们不应该以问
责的姿态看待原有的规划，重
要的是要在今后的规划中，将
停车位规划纳入总体建设规
划中，储备足够的预留用地，
满足日后可能的需求。”蔡志
理说。

山大北路下桥口

新增可变车道

据历下区档案局工作人员介
绍，该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退
休老年人。查询婚姻、招工、职工调
动和知青等档案的以老年人居多，
而他们要办理的相关业务多在街道
办事处即可办理，现在查询和办理
都在同一个地方，方便又快捷。

同样为了方便老年人，在系统
研发和调试过程中，优先考虑了老
年人的使用习惯，排除了死机、反应
慢等故障，优化了手写输入，精简了
步骤。目前运行的这一系统程序比
较稳定。在各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大
厅的查询终端机上，还特别增加了
语音提示和红外线感应器，当有人
靠近时，语音操作提示就会自动启
动。查询界面的左下侧还贴了图示
指南，让查询者看懂如何操作。

为了保证系统安全运行、避免
不法分子盗取他人信息，查询终端
机通过政务内网连接历下区档案局
的服务器，所有资料都加密传输。对
网络条件不达标的街道，将先对网
络进行改造提升。预计7月底前，历
下所有街道的社区服务中心大厅全
部安装查询终端机。在打印材料方
面，工作人员将进行把关，经过多方
验证确定是本人持自己身份证查询
后，才会为其打印和出具相关档案
资料。如果不是本人查询，要持当事
人的委托书才能办理。

本报记者 肖龙凤

延伸阅读

系统有不少

保密设计

历城首推“B+R”，公交集中站点设置自行车免费停车场

下下了了公公交交车车，，就就能能骑骑上上自自行行车车

甸柳新村街道在社区小广场设立了室外24小时查询机，居民刷身份证后即可查询档案。
本报记者 肖龙凤 摄

如今，不少市民都遇
到这样的问题：从家到公
交站点，或在公交站点下
车回家的这段距离说远不
远、说近不近，为解决居民
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
历城交警在全市首推“B+
R”的绿色交通模式，在公
交车集中站点，设置自行
车免费停车场。

济南首推“B+R”换乘模
式，市民可将自行车停放至免
费停车点后换乘公交。

本报记者 崔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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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北路下桥口新增可变车
道。 本报记者 崔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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