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机扫下二维码 办事材料就提交了
数据“链”上“跑”流通壁垒被打破，为山东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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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链办理”，全程无须纸质材料

打通数据流通壁垒，也给
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助力。齐砚
伟说，原来企业向银行证明信
用好，需要开纳税等各种证明，
银行还要去核实这些纸质材料
的真伪。通过泉城链平台应用，
可以为金融机构提供更丰富的
征信信息，缓解金融领域个人信
息不对称，有助于金融机构防范
风险，为贷款人增信、降低融资成
本等，实现个人、金融机构和全社
会的共同获益。

齐砚伟介绍，目前济南市涉
及个人和企业20个部门的180项
数据已经全部上链，如企业的营
业执照、取水许可证、税收缴纳证
明，个人的房产证、户籍证明、不

动产证明等。
“便捷获得信贷”是营商环境

评价的重要指标，尤其中小微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直是制
约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难题之
一。记者从济南市大数据局获悉，
基于泉城链，济南市大数据局会
同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营管部组织
开展普惠金融试点应用，开放公
安、民政、住房公积金等6个部门

（单位）的35项数据资源。“泉城
链 +普惠金融”平台全部建成
后，贷款业务可由过去的平均
最少跑 3 次、带 7 份材料、1 0 —
15个工作日才能办结，升级为
动动手指就可实现“秒批”“秒
办”；一次性办件通过率区间范

围，可由原来的11%～80%，提升
至80%～95%。

“下一步我们把要政府部门
涉及个人和企业的数据全部上
链，面向社会普遍应用，全面降低
全社会信用建立的成本，彻底
打破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数据壁
垒。”齐砚伟说，同时还要推动
省会经济圈建设，黄河流域九
个城市要共建一个联盟链，在
区域内，实现通过数据流带动
人流，继而带动财富流加快流
动，推动区域一体化加快发展。
此外，今年6月底之前，所有的主
体经营机构全部要应用泉城链的
平台，彻底解决政府和银行之间
的数据壁垒问题。

1月14日，在济南高新区政
务服务中心，前来办理公司社保
开户业务的于先生，掏出手机进
入“爱山东泉城办”App，找到需
要出示使用的数据项，扫描了窗
口智能终端系统上显示的授权
二维码，办事材料就提交了，整
个过程仅需几分钟，全程无须任
何纸质材料。

于先生介绍，以前企业办理
社保开户时，需要拿着营业执
照、法人的身份证等实体证明材
料到窗口办理，而现在则方便多
了。“我们企业开办后就有了一
个泉城链账户，像营业执照、法
人身份证等材料数据都在泉城
链账户上。我们再来办理业务
时，扫描窗口智能终端上的二维
码，手机上就会显示一个授权，
同意授权后直接就把营业执照
等数据传输过去了，就不需要带
纸质材料了。”于先生说。

通过泉城链办理业务，于先
生感觉便利许多，至少节省了一

半以上的时间。“以前如果企业
社保、医保一起办理，至少要跑
两个窗口，现在一个窗口‘一链
办理，提交一次材料就可以了。
整个提交材料过程，就像手机扫
码付款一样简单。”

除了便利，于先生还感到安
心。他表示，以前提交复印件材
料时，自己也不确定这些复印件
后来到底用到了哪里，现在个人
手机授权后数据才能使用，而且
每次使用数据，手机上都能查询
到记录，加强了对于隐私的保
护。

济南高新区审批服务部经
贸商事项目审批服务办公室主
任徐娟介绍，企业在申请办理营
业执照的时候，如果一系列业务
能同步申请的话，数据就从后台
推送，一步办理完毕。如果企业
这次只申办部分业务，下次再过
来办理其他业务时，可以调取之
前保存的资料，扫一下二维码就
可以调取出来。

让济南办事群众感到切实
便利的是济南全市统一的政务
区块链平台——— 泉城链。

政府数据尤其是涉及自然
人和法人的政务数据包含大量
敏感信息，未经本人（企业）授
权，法律上不允许将其开放给社
会。在政务数据开放中，如何确
保取得个人（企业）授权，如何确
保不泄露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成为制约公共数据开放和优化
营商环境的瓶颈问题。对此，泉
城链进行了有益探索。济南市大
数据局充分利用区块链防篡改、
防抵赖、隐私保护、可追溯等特
点，在全国首创“政府数据上链
+个人链上授权+社会链上使用
+全程追溯监管”的政务数据可
信共享新模式。去年9月3日，正
式上线启用。

济南市大数据局数据应用
管理与安全处处长齐砚伟介绍，
泉城链平台由泉城链、数字保险
箱和数据资源管理中心三个系
统构成。泉城链为企业和个人提
供数据资产“账户”，数字保险箱
通过泉城办App扫码或出示二
维码，让政府部门和社会主体接
收和使用自己的数据资产，数据
资源管理中心将公共数据转变
为数据资产，政府和社会机构掌
握的数据以“主动返还”和“申请
返还”的方式完成上链。

“比如营业执照、身份证、社
保证明等，我们把这些证照类的
数据返还到用户本人手机上的

‘数字保险箱’。个人和企业能够
像手机支付一样通过‘扫码’和

‘转账’的方式，接收和使用自己
泉城链账户中的数字资产，个人
和企业可以查看数据资产的使
用记录，全程可追溯；可以将自
己存储在政府部门的数据精准
授权给社会企业（如金融机构）
使用。”齐砚伟说。

这种数据传输模式提供了
更多便利、安全办事的可能性。
齐砚伟举例，比如义务教育入学
报名，以前需要拿着户口簿，如
果是外地人在济南的话，还要拿
着社保缴费证明，或者是营业执
照等材料到学校去报名。“我们
通过数据共享，打通10个部门
14项数据，家长给孩子入学报
名时不用跑腿，直接在网上报
名即可，去年已经在三个区县
进行了试点。但是，传统数据
共享方式群众无法直接参与
数据授权，群众报名后不知道
后台审核人员能否查询到自
己的数据，很多人不放心，只
能现场跑一趟。”

“下一步，我们将基于泉城
链平台构建全市统一的义务教
育入学报名系统，把原来报名需
要携带的纸质材料以数字资料
的方式返还到市民的‘数字保险
箱’里，那么孩子报名时，在报名
入学的网站上直接发送本人授
权之后的数据，数据直接就传输
到学校的入学报名系统里，本人
不用跑腿就能完成。”齐砚伟介
绍，这种方式使群众由提交纸质
材料改成线上提交政府部门“返
还”给他的电子材料，体验更好，
群众获得感更强。

泉城链只是我省加快数字强
省建设的一个缩影。

数据的流通为山东经济的发
展提供了更多动力。例如，去年12
月2日，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
书记孙立成会见了百度首席技术
官王海峰一行。孙立成在会见时
说，当前济南正全力建设工业强
市，瞄准大数据与新一代信息技
术、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生物医
药等先进制造业全面发力。希望
双方进一步强化合作，在工业互
联网、人工智能、智慧交通等更广
领域实现务实合作。

目前济南正在全力打造“智
造济南”。济南市与百度携手共建
AI工业互联网与智能制造，为工
业智能化、数字化升级提供新标
杆，助力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伴
随着“十四五”规划对“完善能源
产供储销体系”的提出，能源行业
也必将在“政策+技术”的双重驱
动下，迎来全新的发展契机。在与

山东电力的合作过程中，百度智
能云通过刷脸办电、AI安全巡
检、智能写作等创新应用，有效提
升了营商环境和生产管理水平。

在数字政府建设方面，目前，
我省政务云和政务网集约化建设
水平走在全国第一方阵，全面支
撑“一窗受理”“一链办理”“一网
通办”。记者从省大数据局获悉，
截止到目前，涉及个人、企业的
181项高频事项，山东已实现全省
通办，国家部署的56项跨省通办
事项已在鲁落地，“一业一证”改
革在20个行业开展，发放行业综
合许可证4万余张。同时，山东还
一次性下放720项省级行政权力
事项，全省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市
场活力显著增强。截至2020年11
月底，山东全省市场主体达到
1170 . 9万户，其中2020年当年新
登记198 . 7万户，完成省定任务
的198 . 7%。

目前，山东已完成一体化大

数据平台主体建设，平台共汇聚
数据1313项、200多亿条，省级共
享平台累计提供服务28 . 2亿余
次，

在最新地方政府数据开放第
三方评估中，山东位列省级政府
第三名，潍坊等7个市跻身全国
前20名。

在推进“一号通行”上，山东
已圆满完成电子证照国家试点任
务，省市电子证照库已归集519类
证照、2 . 9亿条数据，基本实现存
量证照数据“应归尽归”；在打造
全省电子政务“一张网络”中，持
续完善省市县三级视频监控共享
平台，省级平台已接入环保、交
通、教育、旅游、水利等方面的视
频资源80余万路；全省电子政务

“一朵云”建设中，全省政务信息
系统迁移上云基本实现“应上尽
上”，初步实现对政务云网运行情
况的可视可管，山东数字政府建
设的“底座”也因此愈加坚实。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范佳

经办人员于先生用手机扫了下二维码，办事材料就提交上了。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范佳 摄

孩子入学报名，家长不必再跑腿

政务云网运行可视可管，数字政府“底座”更坚实

群众办事提交身份证、社保证明等材料，只需拿出手机，从自己的“数字保险箱”中将相关数据授权，就可以像手机扫扫码转账一样
使用自己的数据资产。济南的泉城链政务区块链平台让数据在“链”上“跑”，大大缩短了办事环节和时间。这是山东东数字强省建设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山东提升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成效，群众和企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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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丰富的征信信息，企业获得信贷更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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