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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
首批“川渝通办”事项发

布，于当年12月底全部实现
包括居民身份证换领、补领，交通违

法缴纳罚款，普通护照签发，川渝两地
户口迁移，失业保险金申领，个人独资
企业设立登记，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等

2021年3月
第二批“川渝通办”事项

发布，于当年10月底全部实现
包括社保卡申领、补领、换领，

工 伤 异 地 居 住 就 医 申 请 ，社 保 参
保 证 明 查 询 打 印 ，公 路 超 限 运 输
许可等

2022年2月
第三批“川渝通办”事项

发布，于当年11月底全部实现
包括新生儿入户，工伤职工异地

就医结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提取，
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一般艺术品进
出口经营活动审批等

2024年10月
第四批“川渝通办”事项

发布，将于12月底全部实现
包括未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核发临时

驾驶车号牌，外国人团队旅游签证，内地
居民结婚、离婚登记，住房公积金转移接
续，药品广告审查，企业登记档案查询等

◀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跨省通办窗口，工作人员
在为群众办事。 （重庆市市场监管局供图）

▼2021年1月，重庆市江北区市场监管局向申请人发
放全国首张“川渝通办、互办互发”营业执照。

（重庆市市场监管局供图）

四批355项“ ”事项
持续便利两地企业群众

办川渝通

□ 重庆日报记者 周松

10月22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了第四批共51项“川渝通办”事项。
川渝两地人文同根，历来交流不断，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向纵深推进，川渝两地的经贸往来、人才流动、产业互动更加频繁。从2020年11月

至今，川渝两地先后推出了四批“川渝通办”事项，涉及企业群众高频事项355项。
以前办一个业务往返跑几天，现在通过手机点击几下就能完成，“川渝通办”正在为两地企业群众生产生活便利持续“加码”。

今年30岁的四川绵阳籍市民刘进，
2016年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重庆工作
和生活，“重庆作为大城市，出门就有
超市，购物方便，轻轨也遍布全城，交
通便利。”

可是有一点让他一直感觉不太好，
那就是需要办理一些业务时，他必须回
到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四川绵阳。

从重庆中心城区到四川绵阳，距离
300多公里，哪怕是全程高速也要耗时4

个小时。
“记得我上大学那阵，有一次身份

证丢了，我请了三天假，第一天从重庆
回到绵阳，第二天到派出所排队半天补
办了身份证，第三天才从绵阳返回重
庆。”刘进说，他当时就在想，身份证明
明是全国通用的证件，为什么办理材料
不能实现网上互认呢？

同样感到过不便的，还有今年70岁
的江北区居民何梅。2004年，何梅在四

川退休后，就来到江北区跟着儿子一家
居住。

“在重庆什么都方便，就是看病麻
烦。”何梅告诉记者，由于她是四川籍居
民，以前在重庆跨省住院，需要先到网
上备案申请，才能享受医保报销，但是
网上备案对于步入老年的她实在有些
力不从心，“学了几次，没学会，有时候
儿子帮忙办，有时候回当地去办。”

由于没有网上备案申请，每次住院

结束，何梅必须先行垫付医疗费，再赶回
四川，通过人工方式进行报销，报销流程
也比较烦琐，“医院发票、医生签字……
要的材料还不少。”

住院费用不能凭医保直接跨省结
算，曾是困扰老百姓看病的一大痛点，
特别是有的老年人有慢性病，需要经常
住院，烦琐的报销流程和漫长的等待更
是要耗费大量精力。

办事难，曾是两地群众绕不过的坎

随着“川渝通办”事项陆续上线，诸
如刘进和何梅面临的这些窘境，也得到
改变。

2020年底，首批“川渝通办”事项上
线，居民身份证换领、补领就是其中之
一，从那时起，川渝两地的群众换领、补
领身份证，再也不用跑回户籍地，而是
可以选择在就近派出所办理。

在首批“川渝通办”事项中，实现
了跨省异地就医登记备案相关手续
的办理。 2022 年起，全面实行重庆

参保人到四川全省住院就医免备案
直接结算，四川省也陆续扩大在重
庆市住院免备案的地区，如成都、泸
州等地居民来渝就医免备案。现在，
何梅到医院看完病，只需刷刷医保卡
就能完成异地就医，再也不用两地来
回跑。

再如在第一批第二批“川渝通办”
推出户口迁移、开具户籍类证明等事项
的基础上，第三批“川渝通办”事项清单
新增了新生儿入户事项，也为两地群众

带来极大便利。截至目前，重庆警方已
累计受理办理户口迁移“川渝通办”16.8
万余人次，受理川渝地区新生儿入户

“跨省通办”近 300人次，跨省办理户籍
类证明8000余份。

社保关系互转也是川渝两地居民
常常会遇到的热门“川渝通办”事项。

今年 7月，家住渝北的市民王先生
想将自己的养老保险关系从四川转移
到渝北区。

“工作人员告诉我，只需在手机上

点点就可以了。”随后，王先生来到渝
北区社保中心咨询办理流程，没想到
工作人员告诉他，只需点击“渝快办”
上的“川渝通办专区”，就能够实现保
险关系转移。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
王先生不到一小时就完成了社保关系
的转移。

“若是以前，想要转移社保关系，需
要居民提交材料、填报申请，前前后后
至少花一个月。”重庆市人力社保局相
关负责人说。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国家
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大局出发实施的
重大战略。“川渝通办”从推出的第一天
起，就一直在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加码”。

在首批95项“川渝通办”事项中，除
了有类似居民身份证换领、补领这样涉
及广大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民生类事项
外，还有许多与企业发展息息相关的事
项，例如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登记、个体
工商户变更和注销登记等。

前不久，四川龙华光电薄膜股份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雷雪通过网络，仅用时
1分钟，就下载了企业相关登记档案。

这项便利正是来源于第四批“川渝
通办”事项中实施的川渝两地企业登记
档案跨区域互查。“有了这项服务，非工
作日也可从网上下载提档资料，在异地
可快速提供资料，不会影响提供资料的
时效性，既方便又省事。”该公司总经理
助理陈欣说。

随着“川渝通办”不断推进，事项覆
盖面越来越广，开放的程度也在不断
加深。

记者注意到，在第一批“川渝通办”
事项中，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四川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实现了国产保健食
品备案“川渝通办”。

在第二批“川渝通办”事项中，这两
家单位又共同推出了保健食品广告审
查、医疗器械广告审查等多项涉及医疗
行业的“川渝通办”事项。

在第四批“川渝通办”事项中，双方则
是继续深入配合，推出了药品广告审查

“川渝通办”，彻底打通了从保健食品到
医疗器械，再到药品广告审查的“堵点”。

重庆叁陆零福家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从事医疗器械生产销售的企业，其
业务分布于重庆和成都。公司员工陈
利琴告诉记者，以前他们需要在成都投
放广告时，都会在当地寻找一家广告公
司进行合作，并在当地递交相关审核材
料，“需要我们多次往返川渝两地。”

而现在，企业可以通过重庆本地的
广告公司制作广告宣传片等，并将材料
递交到重庆的市场监管部门，即可完成
审批，无需再到当地找一家陌生的广告
公司合作，节约了时间成本和人工成本。

采访中，有不少市民向记者提出
疑问：一些常规证件信息，为何不能很
轻易地实现川渝两地的数据互通呢？

“许多数据并非只是简单的文字
资料，里面包含了不同系统信息互认
的问题。”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居民
身份证制作中心民警张亚，从多年前
就一直在负责“川渝通办”中居民身份
证相关事项的数据互通工作。

张亚告诉记者，以前每个省市都
有自己的人口信息库，这些信息就是
制作居民身份证的核心数据。每个省
市的人口信息库由不同主体建设，而
这些系统并不相通。

为了打破信息不相通的壁垒，张
亚多次往返成都，与当地公安机关进
行磋商沟通，最终建立了初版互通方
案：双方将自己的数据上传到一个公
共的平台里，当对方需要时，可以从公
共平台中提取。

有了这个初版方案，川渝两地开
始试点居民身份证数据互通，并在极
少数的几个派出所推出了该项业务。

随着公安部人口信息库的建立，
川渝两地的人口信息库都接入了公安
部的大数据库，并最终实现了数据标
准的统一，也才有了后来川渝两地居
民全面实现居民身份证换领、补领“川
渝通办”。

在 355项“川渝通办”事项中，涉
及社保卡服务、养老保险等也不在少
数。重庆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为了打通大数据的堵点难点，
重庆市人力社保局多次召开川渝人社

通办服务工作座谈会，与四川省人社
厅、成都市人社局等共同研究讨论川
渝通办相关工作。

“我们按照求同存异的通办服务
事项标准化建设原则，梳理形成了 32
项川渝人社通办服务标准化办事指
南。”该负责人介绍，川渝两地人力社
保部门还联合印发社保卡“一卡通”协
同发展工作方案，打造万达开、遂潼地
区协同“样板间”，实现社保卡（码）两
地政务大厅“一码登录、一码通办”，23
项功能互认互通。

正是这些指南、清单方案，推动了
川渝人社标准数据的统一，现在，社保
卡申领、补办，参保缴费记录查询等均
已实现“川渝通办”。

重庆市政府办公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2020年以来，川渝两省市深入贯彻
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战略，
将政务服务一体化建设作为重要抓手，
大力推动川渝通办提质扩面，让企业群
众对“川渝一家亲”更有感触。今年10
月，第四批 51项“川渝通办”事项清单
也已经正式发布，将于今年底全部实现。

该负责人说，接下来，两地将围绕
“高效办成一件事”，持续聚焦企业跨
区域经营和群众异地办事需求，积极
探索更多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川渝通
办。同时，统筹政务服务、公共服务、
便民服务，加强社保、就业、医疗等领
域的政策协同，共建共享文化旅游、科
技创新、医疗卫生、养老助残、知识产
权等服务资源，进一步丰富全场景跨
域服务供给。

“川渝通办”发展历程>>>

惠民生，不必再“两头跑”

为“双圈”建设加码，“川渝通办”覆盖面越来越广

数据跑路的背后，是川渝两地标准的统一

▶民警为四
川籍群众跨省办
理新生儿入户。

（重庆市公安
局治安总队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