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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当今社会网购十分便捷，
那么，企业群众办事是否也能与此“对
标”？作为市委、市政府的一项重点部
署工作，全面推进“一网通办”，优化营
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正在申城
快速推进，成为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要举措。对上海来说，“一网
通办”不仅创新了政务服务模式，更是
打造优化营商环境的一张新名片。

建成上海政务“一网通办”总门户
上海市委、市政府强调，全面推

进“一网通办”、加快建设智慧政府，
是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改革推向纵深的关键环节，是推动上
海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
举措。要适应政府管理和服务现代
化发展需要，深化改革，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建成上海政务“一网通办”
总门户，建立“一网通办”协同办理新
机制，强化“一网通办”管理支撑，建
成城市数据枢纽，切实加快转变政府
职能，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透明度，
增强企业和群众获得感，进一步激发
市场获利和社会创造力。

为此，上海通过全面推进一网受
理，实现从“找部门”转变为“找政府”
的方法来推进工作。今年7月1日上
线试运行的“一网通办”总门户，搭建
起了“一梁四柱”的架构。“一梁”即“一
网通办”统一受理平台，“市民云”APP
作为移动端统一入口。“四柱”即“四个
统一”：统一身份认证、统一总客服、统
一公共支付和统一物流快递。

经过3个月的试运行，上海政务
“一网通办”总门户10月17日正式上
线。截至10月31日，“一网通办”总
门户用户数超过959万，全市共1274
项事项接入统一受理平台，累计办理
量357万件，90%以上的审批及服务事
项实现只跑一次、一次办成，167项社
区服务事项实现全市通办。

事实上，“一网通办”总门户的正式
上线开通，也标志着上海“一网通办”建
设迈出关键一步，进入全面打响上海高
效政务服务金字招牌的新阶段。

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
根据有关要求，在推进过程中，

要紧紧抓住数据整合共享这个前提
和基础，紧紧抓住业务流程革命性再
造这个关键环节，紧紧抓住广泛深度
应用这条生命线，持续推出更多的个
性化服务事项和特色应用，加快推动
政务服务的线上线下集成融合，让所
有面向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政务
服务事项“进一网、能通办”。

其中，上海已经以编制“三清单
一目录”为抓手，加快推进数据交换
共享。“三清单”分别是需求清单、责
任清单、负面清单，各部门明确列示
需要哪些数据、能给哪些数据、不能
给哪些数据，在此基础上编制数据资
源目录，基于目录实现数据交换共
享，使包括党政机关、群团组织等在
内的各类服务数据汇集互联和共享
应用，构建全市数据资源共享体系，
实现跨层级、跨部门、跨系统、跨业务
的数据共享和交换。

目前，已汇总梳理需求清单2627
条、责任清单2698条，为年底数据按需
共享创造条件。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改
革，依托“一网通办”，今年，上海也在
推进跨部门流程再造，固化改革成果。

在创新个性化服务模式，上海则
提出，要实现从“人找服务”转变到

“服务找人”。“市民主页”和“企业专
属网页”的建设中，汇聚涉及企业市
民的各类政务服务记录，通过“记录
一生、服务一生、一人一档、一企一

档”，汇聚涉及企业市民的各类政务
服务记录，为每个企业和市民画好

“像”，主动研判企业、市民潜在服务
需求，主动精准推送服务。

针对企业和群众反映“不知道办
一件事要跑多少个部门、需要准备多
少材料、准备什么样的材料等问题”，
100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主题式
（场景式）服务应运而生。一次告知所
需提交给所有相关部门的材料清单
以及样张，并通过网上预审、网上申
报、数据共享、多部门协同审批等，为
企业和群众提供整体高效的个性化
服务。在提交材料份数、往返现场次
数大幅减少的实际变化中，许多市民
和企业都直呼“感受到了获得感”。

在实施推进的过程中，上海也积
累了改革中的很多经验启示，比如，思
维导向上，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体制模
式上，注重综合协同集成。实施策略
上，则要注重借力最新技术等。整体性
政府的改革模式，都将为提升上海城市
能级和核心竞争力集聚新优势。

《上海市公共数据和一网通办管
理办法》于11月1日起施行。这是本
市第一部关于公共数据管理与“一网通
办”改革的地方政府规章。下一步，本
市还会推动一系列配套的地方标准、
规章制度出台，抓好贯彻落实，不断优
化完善工作，让更多的人民群众获得
政务服务改革带来的便利和实惠。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全球四大大学排名之一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前天正
式发布2018“中国最好学科排名”。
排名榜单包括93个一级学科，共有
460 所高校的 4999 个学科点上榜。
北京大学是在各学科中夺冠最多的
高校，共有14个学科名列榜首。清
华大学紧随其后，在12个学科中摘
得桂冠。中国人民大学有6个学科
排名全国第一，中国农业大学有4个
学科位列全国第一。上海交通大学、
武汉大学也有优异表现，在3个学科
中排名第一。全国有第一名学科的
高校一共是45所。

根据统计，共有23所大学的57
个学科点入选全国前1%学科。清华
大学以12个全国前1%学科成为各
校之首。北京大学有11个前1%学
科，比2017年多了3个，紧跟其后。
中国人民大学有7个，名列第三。北
京师范大学有3个学科点入选前1%
学科，排在第四。复旦大学、华中科
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有2个学科点
成为全国前1%，表现出众。

据介绍，在中国最好学科排名
中，各个学科排名的对象是在该一级
学科设有学术型研究生学位授权点
的所有高校，发布的是在该学科排名
前50%的高校。按照上榜次数统计，

四川大学有63个学科上榜，领先国
内其它高校。四川大学、浙江大学、
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清华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北京
大学、山东大学的上榜学科数也都达
到或超过50个。

从各省级行政区的上榜学科数
量分布看，北京占据绝对优势，在各
层次的学科数都高居全国第一。上
海的前 1%学科数、前 5%学科数、前
10%学科数均位列全国第二，拔尖学
科数量优势明显。江苏在前25%和前
50%的学科数仅次于北京，彰显了雄
厚的整体实力。湖北、浙江、陕西、广
东等省的拔尖学科数量和上榜学科
总数也都处于国内前列。

2018中国最好学科排名正式发布

前1%学科占有量：京第一沪第二

上海创新“一网通办”政务服务模式 打造优化营商环境新名片

让企业群众办事像“网购”一样便捷

上音青年教师前晚
闪耀国家大剧院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前晚，上
海音乐学院“大音之韵”之四——协
奏与交响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
厅成功举行。上音一批优秀青年教
师带领学生共同登台，整齐亮相，星
光熠熠，展现了人才队伍梯队的扎实
厚度，也预示了世界一流音乐学院建
设的灿烂明天。精彩的演绎博得现
场雷动掌声。

国家大剧院是全国最高规格的
演出场所。上音应国家大剧院邀请，
今年已经是第四次参加“春华秋实
——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
周”。学校组织了150多人的表演团
队进京，汇聚起近年在国内外重大比
赛获奖的优秀师生。独奏、独唱及乐
团各声部首席，均由学校青年教师担
纲。

由上音作曲家王建民教授创作
的《幻想叙事曲》拉开了音乐会的大
幕，青年演奏家陆轶文，将这首根据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诗意创
作的作品，用二胡娓娓道来。女高音
歌唱家许蕾用《我爱你中国》《我残
酷？……不要这样说，我美丽的偶
像》，一中一西两首歌曲，展现纯熟的
演唱技巧。小提琴演奏家王之炅演
奏的圣桑《哈瓦涅斯》带来浓郁的西
班牙风情，一曲《蓝色狂想曲》经由钢
琴家孙颖迪的演奏将台下观众带入
记忆的钩沉。

上音交响乐团在下半场带来了
理查·施特劳斯《英雄的生涯》，这首
有着交响乐团“试金石”之称的经典
作品，对于青年大学生来讲，不失为
一次挑战。现场业内人士表示，这是
一场精心准备的音乐会，无论是作品
的选择还是演奏员的细腻表演，都十
分精彩。

事实上，这既是为青年教师提供
艺术展示的平台，提高青年骨干教师
自身影响力，同时，通过与学生共同
参与演出，教学相长，为学生起到示
范带头作用。教师们走出琴房教室，
在乐队中感受各声部的配合，直接参
与乐队训练，是授课教学的又一有效
途径。对学生来说，能够在大学期
间，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亦是人
生中重要的一次艺术实践经历。

在创新个性化服务模式，上海则提出，要实现从“人找服务”转变到“服务找人”。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