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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力度突破阻碍数据全面共享
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当务之急。部分部
门保留了一定的数据不共享，使‘一网
通、一平台、一门、一次、一窗口’成为空
谈。”李国臣举例，随着山东省行政审批
局的成立，数据的全面共享，原来六千人
的工作岗位如今仅240人即可完成，而
且工作效率的增长超乎预期，同时节省
出大量的岗位编制。

“我省的南乐试点，也取得了巨大成
效。一枚印章管审批，充分发挥了大数
据平台的便捷与高效，只有这样的一网
（一平台）才能实现‘一门、一次、一窗
口’，才能真正实现高效、便民。”

为有力推动我省经济高质量健康快
速发展，李国臣建议要加大力度，彻底解
决阻碍数据全面共享的部门私利小“堡
垒”，实现数据的全面共享和数据采集的

全覆盖。
“比如在大数据局再加挂一块行政

审批局牌子，一班人马即可实现一枚印
章管审批，彻底实现提质增效。”他建议
我省成立平台监督机制，对平台工作进
行制度化监督，制定严格的事项办理期
限，让申报、审批、办理在公开透明的平
台上进行，以大数据平台的公开高效来
彻底改变营商环境，以此推动我省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

此外，李国臣还建议加大对滑县撤
县设市支持力度。“2017年以来，滑县成
立撤县设市工作领导小组，推进撤县设
市工作。2020年 12月23日向省民政
厅提交了相关申报材料。我建议撤县设
市时充分考虑该县特殊情况。根据该县
自身优势，适当放宽撤县设市标准。加
大支持该县撤县设市力度。”

甘桂芬介绍，当前农村地区
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
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即农户
家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
商、中老年人留村务农的代际分
工模式。由于城市生活成本比
农村高，而且老年人留在村里更
有归宿感，所以农村老年人一般
不愿进城。“长此以往，农村养老
的主要方式就是家庭养老和机
构养老。”

甘桂芬认为，互助养老可
以被视为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
以外的第三种农村养老方式。

“互助养老是农村养老的出路，
通过互助养老充分调动农村低
龄老年人自愿为高龄老年人服
务，低龄老年人通过服务获得
了尊重、友好情感、有用感，甚
至一定的经济回报，以及对未
来的预期，而高龄老年人则一
直可以保持与村庄和老年人群
体的血肉联系。在村庄‘熟人
社会’中，这种互助养老就不是
无奈的选择，而是最优的养老
选择。”

在甘桂芬看来，互助养老可

以是志愿服务模式，低龄老年人
自愿照顾高龄老年人，低龄老年
人是志愿者，他们从志愿服务中
获得友谊、荣誉和意义；可以是
即时付费模式，即有偿服务模
式。低龄老年人提供服务可以
获得较低水平的经济补偿；也可
以是“时间银行”模式。通过严
格的劳动时间记录，采取劳动成
果代际接力的方式开展互助养
老服务。

甘桂芬介绍，互助养老服务
的开展可以由地方政府或村集
体或社会出面组织，利用乡村闲
置宅院，建设互助养老院，形成
基本的设施条件，让自愿加入的
老人“养老不离乡、日常生活有
照料、身体健康有关心、文化活
动有保障”。

“在互助养老院设立托老床
位，接受少量缴费的村庄高龄老
年人入住。”甘桂芳介绍，互助养
老院还可以为未加入互助养老
院的其他老年人提供适当的临
时服务，如送餐、送医、陪护等服
务，通过收取一定费用，缓解资
金压力。

省政协委员李国臣：

解决部门私利小“堡垒”
以大数据公开改善营商环境

省政协委员甘桂芬：

互助养老是农村养老的出路
农村老龄化问题近年来

越来越受关注，当前在农村
地区普遍存在年轻人进城而
老年人留守在村，传统的家
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如何
更好实现农村地区老人养老
问题受到了省政协委员甘桂
芬的关注。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周兰

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为人们
提供诸多便利。我省大数据平台建
设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数据还未
达到全面共享。今年省两会期间，
省政协委员李国臣就以大数据的公
开高效，实现营商环境的彻底改变，
带来了相关建议。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肖萌
见习记者 刘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