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房公积金实现“互认互贷”，养老
保险转移接续“无缝衔接”，异地就医实
现“即时办”……记者日前梳理相关数据
发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两年来，
重庆和四川联合推出两批共210项“川渝
通办”事项，涵盖创业、交通、就业、医疗、
生育等群众“身边事”，办件总量超过589
万件。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破“墙”入
“圈”，以前需要往返办的事项实现了一
次办，以前需要两地办的事项实现了就
近办，以前需要人来办的事情实现了“信
息办”。历时两年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让每一个身处其间的川渝人，都
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川渝人社日均办理“通办”业务
783件，“跨省”找工作也变得更简单

“荣昌招工力度大、就业机会多，只要
踏踏实实干，一个月至少能挣4000元。”但
凡有邻居问工作的事，四川省泸州市泸县
方洞镇雨锋村村民胡南总是这样说。

胡南能来荣昌工作，得益于荣昌区
人力社保局开展的跨区域专场招聘会。
2021年上半年，她到四川省自贡市富顺
县龙万乡走亲戚，恰逢荣昌区人力社保
局在当地举办专场招聘会。胡南当即向
工作人员表达了工作需求，工作人员不
仅详细登记信息，还在活动结束后，主动
帮助其联系工作岗位。

如今，胡南已经是惠达智能家居(重
庆)有限公司检包车间的一名质检员。“都
说成渝一家亲，荣昌真拿我们当成自家
人。”胡南由衷地说。

开展跨区域招聘，是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协同发展
的有益探索。“荣昌区人力社保局多途径
扩大了企业招工的覆盖面，很大程度上
解决了企业用工问题。”重庆明珠塑料有

限公司总经理王德山介绍，仅去年上半
年，该企业就成功招入10余名四川省籍
员工。

据了解，两年来，川渝人社部门已落
实“跨省通办”服务38项，截至2021年11
月，川渝人社互办“跨省通办”业务累计
26万件，日均办理通办业务783件。

两地还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积极推进川渝人社公共服务“五件
大事”和“十件实事”，实现川渝人社信息

“两地通”、养老待遇资格“就近认”、招聘
求职“一点通”、人才档案办理“零跑路”、
社会保障卡“就近办”、失业保险关系转
移接续“零障碍”、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
记“便捷办”、人力资源服务资质“两地
认”、博士后服务“全共享”、劳动权益救济

“协同办”等，进一步提升经办服务效率，
让两地企业、群众共享实惠。

变“两地跑”为“一地办”，川渝发
放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逾14亿元

在成都工作的曾庆堂去年在老家重
庆买了房。2021年9月，仅仅十来分钟就
办理好了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手续，这
让他意外之余又很惊喜：“以前听同事
说，异地办理公积金贷款很麻烦，不仅要
在成都和重庆两地来回跑，还要提交缴
存证明、缴存明细等很多纸质资料。没
想到，成渝两地实现了公积金信息共享
互认，申请贷款时不用再提供异地缴存
的相关材料，所需资料与重庆缴存职工
一样，直接在重庆中心的受理柜台或网
点就可以办理，一点都不麻烦！”

曾庆堂的获得感源于川渝住房公积
金一体化发展。近年来，川渝两地住房
公积金管理部门扎实推动川渝住房公积
金一体化发展，深入推进“互认互贷”，依
托信息共享，异地转移接续办理材料简
化为“零”，办理时间由原来的1个月压缩
到最快当天办结，实现“账随人走，钱随
账走”；实现重庆与四川全域住房公积金
异地贷款缴存证明和贷款全部还清证明

“双无纸化”，两地间申请住房公积金异
地贷款由“两地跑”变为“一地办”。

据统计，自启动川渝住房公积金一
体化发展工作起至2021年11月底，川渝
两地共办理异地转移接续1.06万余人
次，涉及资金2.06亿元；发放异地贷款
3857笔、14.11亿元。

此外，川渝两地住房公积金部门还
率先打通跨区域信息共享壁垒，实现两
地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等信息实
时在线共享互认，推动涉及跨区域业务
办理的50余项住房公积金数据全量在线
互查，共享效率由原来的“分钟级”提升
到现在的“秒级”。同时，重庆和四川绵
阳在全国率先试点开展住房公积金资金
融通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支持更多
缴存人使用公积金低息贷款购房，首期
2000万元融通资金已由绵阳中心提供给
重庆中心。

生育服务证几分钟搞定！两地
累计办理生育服务登记4.58万件

前不久，来自四川广元的严俊华在
沙坪坝区土主街道团结湾社区办理了一

孩生育服务证。流程也简单：在下载“渝
快办”App并注册后，登记信息、工作人员
现场办理，几分钟后，他就拿到了生育服
务证。“以前还得回一趟老家，现在不用
跑了，方便多了。”严俊华说。

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目
前，川渝两地卫生健康委已推出2批“川
渝通办”共11个事项，涉及生育服务证办
理、义诊活动备案、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
价报告备案、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
害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等。

生育服务登记正是“川渝通办”事项
之一。2020年4月，川渝两地卫生健康委
员会开始探索卫生健康系统部分审批及
服务事项进行通办，实现两地同一事项
受理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流程、办理时
限四统一；同一事项在两地实现无差别
受理、同标准办理、结果互认，进一步激
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为两地群众
提供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截至目前，
已累计为川渝两地群众办理生育服务登
记4.58万件。

游完三峡看熊猫，两地携手推
进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游完三峡，看熊猫；逛完太古里，游两
江；吃完火锅，看金沙遗址……如今，走进
川渝任何一家旅行社门店，两地一体化旅
游产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仅携程平
台，涵盖川渝两地的线路产品就多达数百
条。2021年以来，川渝两地文旅合作持续
走深走实，签订各类协议11份，开展文旅
活动118个，推动重点项目42个，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建设按下“加速键”。
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公共服务

来助力。2021年来，川渝两地把行政审
批事项“通办”，作为推进巴蜀文化旅游
数据走廊建设的主要抓手进行推进。

重庆市文化旅游委全面升级改造了
市文化旅游委政务服务中心，拓展“川渝
通办”政务服务空间，新增综合管理、咨
询服务、报件初核、现场办理四个功能服
务区，提高“川渝通办”服务质量。

同时，我市联合四川省文化和旅游
厅统一制定并对外发布服务指南，统一
标准及联动机制。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
化活动行政许可，已在“全国文化市场技
术监管与服务平台”实现“川渝通办”及

“跨省通办”，15个工作日内办结；演出经
纪机构从事营业性演出活动行政许可，
已经实现异地代收、代办、代寄，6个工作
日内办结。

目前，巴蜀文化旅游数据走廊建设
已实现行政审批数据PC端、移动端、窗
口端、自助端“四端同步”服务，让行政许
可事项申报材料平均减少30%以上；承诺
时限较法定时限平均缩减70.04%；企业
及群众申报行政许可，平均跑动次数压
缩到0.1次以下。

不仅如此，两地还推动了成渝地区
公共图书馆通借通还，目前读者可在四
川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成都图书馆享
受“零门槛、免办证，随身带、方便用”的多
样化阅读服务。

申请“两项补贴”不再跑趟趟，残
疾人家属直呼“川渝通办”太方便了

2021年11月24日，我市武隆区为残
疾人传孝容办理了残疾人两项补贴。特
殊的是，这是与四川省联合开通“跨省通
办”双向通道后的首例。

传孝容原本户籍在武隆区平桥镇，
后嫁到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户籍也随
之迁移。2015年，由于夫妻关系出现问
题，她又回到武隆。传孝容属于语言Ⅰ
级残疾，办理业务需要年迈父亲陪同，往
返于川渝两地办理残疾人两项补贴，对
于她和老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儿。

2021年4月，民政部要求全面开展
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跨省通
办”以后，平桥镇民政和社会事务办工
作人员通知传孝容，只需要带上身份
证、户口本、残疾证以及银行卡，就能在
网上申请办理。2021年11月24日，传
孝容的父亲带着相关材料到武隆区平
桥镇民政办提交了申请，区民政局指导
平桥镇及时进行了系统推送，11 月 26
日，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及时进行了受
理审批。

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自去年4月22
日我市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实
现“跨省通办”以来，已接受群众咨询
5000余人次，共办理57件次，将46人次
纳入“两项补贴”范围。对于不熟悉互联
网的老人，还可以委托代理人或在民政
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申请实现异地办、随
时办、指尖办，免于两地间的长途跋涉。

2021年12月10日，传孝容的父亲特
地跑到武隆区平桥镇，向工作人员反馈
说四川方面已将100元补贴打入银行卡，

“政策好啊，我们不用来回跑，钱就打进
卡里了，太方便了！”

个人体验变化，是宏大叙事的映射，
一句“太方便了”道出了川渝两地广大群
众的心声。

（据2022年1月10日《重庆日报》）

210项服务事项涵盖就业、医疗等“身边事”，两年来办件超过589万件

公共服务事项川渝“通办”两地群众直呼方便

1 月 11 日
晚，出席区十
八届人大一次
会议的区人大
代表分别去到
各代表团报到
地点报到。图
为参会人大代
表正在核验渝
康码。
记者 刘亚春 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
（2022年1月11日政协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 任：
逯德仁
副主任：
黄海燕（女） 喻奇勇 王晓燕（女） 熊 燕（女）
委 员（共58人）：（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远敏（女） 王春雪（女） 尹小路 孔令峰 乐 灿（女） 兰梦宁
朱光玖 华 静（女） 刘 珣 闫胜华 关万红（女） 池 海
汤永红（女） 严 莉（女） 李自珮（女） 李俐均（女） 李洪润 李雪莲（女）
杨源媛（女） 何 立 何 玲（女） 余 乐（女） 宋启迪 张 杰
张中梅（女） 张永强 张成勇 张青春 陈 东 陈 立
陈 玲（女） 陈 涛 陈 瑜（女） 陈国庆 陈柳言（女） 陈俊池
欧 敏 罗 洪 罗小佳（女） 周珈羽（女） 周福春 郑祥燕（女）
赵 红（女） 郝绍千 柳 静（女） 秦 毅 徐 翔 唐 甜（女）
唐通富 陶金莲（女） 董 韵（女） 蒋 蓉（女） 程长容（女） 舒 川
廖 惠（女） 廖兴元 谭 稀 熊建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大会副秘书长名单

（2022年1月11日政协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谢富友 孔令峰 廖兴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

和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名单
（2022年1月11日政协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
叶 华
主席团会议主持人：
叶 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
（2022年1月11日政协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成员（共69人）：（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 建（女） 王志华 王利军 王晓燕（女） 尹柱亮 孔令峰
艾 明 叶 华 田 蜜（女） 吕玉川 朱 红 朱光玖
朱祎杉 华 建 刘 英（女） 刘元东 刘春莲（女） 池 海
孙 磊 孙炳强 芮 莉（女） 李 念 李云芬（女） 李文莉（女）
李林蔚（女） 李岢珈（女） 李建伟 杨建伟 肖 清 肖力力
何 立 余家友 张 涛 张元皓 张中云 陈 东
陈 立 陈 忠 陈 颖 陈 瑜（女） 陈俊池 陈祥龙
陈德新 明道贵 易 萍（女） 罗 云 周 兰（女） 周立友
周福春 段立军 贺友平 秦 毅 袁中东 莫智红
徐斌全 唐登元 黄 立 黄 飏 黄婉儿（女） 龚邦玉（女）
梁 海（苗族） 舒 川 谢 瑜（女） 谢亚军（女） 谢晓琼（女） 谢富友
廖兴元 廖明万 谭兴平（土家族）
秘书长：
明道贵（兼）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

（2022年1月11日政协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一、听取和审议政协重庆市合川区第十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二、听取和审议政协重庆市合川区第十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三、听取和讨论中共重庆市合川区委书记讲话。
四、列席重庆市合川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协商讨论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

府工作报告、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2021年财政预
算执行情况和2022年财政预算报告、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五、选举政协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
六、听取政协委员大会发言。
七、审议通过政协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22年1月11日政协重庆市合川区第十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叶 华 明道贵 李云芬（女） 黄 立 李文莉（女） 莫智红
陈 颖 朱祎杉 谢富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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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1 日
上午，出席区政
协十七届一次
会议的区政协
委员分别去到
华地王朝酒店、
文悦酒店、宝龙
艺 悦 酒 店 报
到。图为委员
在报到地点领
取大会资料。
记者 李文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