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

关于印发《推进川渝公共服务一体化深化便

捷生活行动事项（2024 年版）》的通知

川办发〔2024〕10 号

四川省各市（州）、重庆市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四

川省政府、重庆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有关单位：

经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川渝两省市政府同意，现将《推进川

渝公共服务一体化深化便捷生活行动事项（2024 年版）》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 年 2 月 5 日



推进川渝公共服务一体化深化便捷生活行

动事项（2024 年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川渝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进一步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结合两省市实际，提出《推进

川渝公共服务一体化深化便捷生活行动事项（2024 年版）》。

一、交通通信便捷行动事项

（一）推进高铁公交化。持续优化成渝地区高铁各车站

间“公交化”票制，逐步实现购票、乘车等服务公交化便捷

化。推广预储值模式的铁路 e 卡通。（责任单位：中国铁路

成都局集团公司，四川省发展改革委、重庆市交通运输委）

（二）推进公交客运便利化。推广跨省市公交地铁一卡

通服务模式，持续增加川渝毗邻地区跨省城际公交线路。（责

任单位：两省市交通运输部门）

（三）推进通信一体化。强化两省市基础电信业务协同，

拓展亲情号码跨省市互设、手机异地补卡（销户）等服务，

取消座机通话长途费。（责任单位：两省市通信管理部门、

电信运营商）



（四）推进机动车驾驶证等证件通办。实现两省市机动

车驾驶证审验、转入换证、补证等线下两地联办或者全程网

办。（责任单位：两省市公安部门）

（五）推进二手车交易登记手续简化。推动两省市二手

小型非营运载客汽车交易登记跨省一地办理、档案电子化网

上转递。（责任单位：两省市公安部门）

二、户籍出入境管理便捷行动事项

（六）推进户口迁移便利化。推动两省市户籍信息共享、

业务协同，群众在户口迁入地“一站式”“一次性”办理相

关手续。两省市在籍人员通过线下“异地代收代办”和线上

网办等方式，在居住地就近申办新生儿入户、首次申领身份

证、开具有无犯罪记录证明和户籍类证明等。（责任单位：

两省市公安部门）

（七）推进居住证信息互通、电子身份证（凭证）互认。

推动两省市居住证登记信息纳入政务一体化平台，实现信息

互通。推进电子身份证（凭证）互认，持续拓展应用场景。

（责任单位：两省市公安部门，有关地方政府）

（八）推进出入境管理便利化。普通护照申请、换发、

补发、加注等可在两省市任一公安机关出入境窗口提出申请。

在已开放港澳台个人游的区（市）县实现申办往来港澳、台



湾通行证和港澳、台湾旅游签注川渝通办。（责任单位：两

省市公安部门）

三、就业社保便捷行动事项

（九）推进社保卡跨区域服务。实现两省市社保卡申领、

换领、换发事项全程网办和社保费线上缴纳，社保卡异地取

款、跨行取款每月免收前 3 笔手续费。（责任单位：两省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税务部门）

（十）推进社保卡“一卡一码通”。依托社保卡集成公

共图书馆借阅、部分博物馆参观、重点旅游景区入园、公共

交通工具乘坐等功能，在部分省级、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实现

刷卡（扫码）核验身份、办理事项等，持续拓展更多应用场

景。（责任单位：两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文化和旅

游部门、交通运输部门）

（十一）推进社会保险协同认证、参保证明互查互认。

推动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等不受户籍限制，

在两省市便捷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现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业务线上线下通办。协同开展养老保险

待遇领取人员、工伤保险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实现工伤

认定协查、劳动能力鉴定检查结果互认。实现失业保险关系

无障碍转移接续。实现两省市单位和个人社会保险参保证明



查询打印线上线下通办，参保证明互查互认。（责任单位：

两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十二）推进人才跨区域流动。推进人才公共服务项目、

服务流程、服务标准统一，实现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许

可备案、从业人员职业资格互认。实现人才跨区域流动就业

信息、政策咨询、档案所在地查询等业务异地通办。在两省

市重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知名企业工作的外籍高层次人

才，经工作单位和兼职单位同意，凭相关证件在拟兼职地（重

庆区县级、四川市州级）出入境管理部门备案，即可跨区域

兼职创业。（责任单位：两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

安部门）

（十三）推进外国高端人才工作许可互认。完善外国高

端人才在两省市工作许可互认机制，简化审批手续，优化审

批流程。（责任单位：两省市科技部门）

（十四）推进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互认。企业在注册

所在地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后，可在两省市范围

内异地开展对外劳务合作业务。（责任单位：两省市商务部

门）

（十五）推进公共就业服务通办。畅通两省市就业服务

渠道，优化经办流程，实现就业登记、失业登记、职业指导、



职业介绍等服务事项川渝通办。（责任单位：两省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

（十六）推进特殊行业跨地区创业就业便利化。实现废

旧金属回收企业备案、开锁业登记、保安公司设立许可、保

安培训单位备案、跨省市保安服务公司设立分公司备案、拍

卖业务经营许可等业务事项互办互认。（责任单位：两省市

公安部门、商务部门）

四、教育文化便捷行动事项

（十七）推进川渝阅读资源共享。持续推进两省市县级

及以上公共图书馆资源共享，实现读者信息馆际互认和图书

通借通还。（责任单位：两省市文化和旅游部门）

（十八）推进异地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保障。将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纳入流入地城镇发展规划和财政保

障范围，将居住证作为入学主要依据，保障符合条件的随迁

子女在流入地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责任单位：两省市

教育部门）

（十九）推进学生信息共享。实现义务教育学生学籍、

毕业生就业和教师资格证书查询等信息共享。（责任单位：

两省市教育部门）

（二十）推进老年教育和社区教育合作。建设终身教育

“互联网+”平台，实行终身教育学分银行结果互通互认，



打造老年教育、社区教育示范区（市）县和示范基地（点位），

鼓励组建老年教育、社区教育联盟，建成一批示范性学习型

组织。（责任单位：两省市教育部门）

（二十一）推进高校师生“同上一门课”。积极对接“慕

课西部行计划 2 0”，推广异地同步课堂、融合式协同教学、

在线远程实验等慕课应用新模式。深化“川渝教育资源共享

专区”建设，共建虚拟教研室，实现优质在线资源和专业课

程共建共享。（责任单位：两省市教育部门）

五、医疗卫生便捷行动事项

（二十二）推进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持续推动符合

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纳入国家跨省异地就医管理子系统，同

等享受医保政策、管理和服务。简化高血压、糖尿病等门诊

慢特病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程序，拓展门诊慢特病结算范

围，将恶性肿瘤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

治疗等慢特病门诊纳入直接结算。推进重庆、成都异地住院

免备案。推进川渝地区职工医保缴费年限累计计算。（责任

单位：两省市医保部门）

（二十三）推进医院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和医疗服务“一

码通”。动态调整两省市检查检验互认项目，逐步扩大到二

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检查检验。推进

90%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电子健康卡“扫码互认”，实



现川渝医疗健康服务“一码通”。（责任单位：两省市卫生

健康部门）

（二十四）推进食品药品信息化追溯管理。建立健全食

品、药品等重点产品的溯源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溯源信息稳

妥有序向社会开放，向消费者提供移动端、网页版等多种形

式的溯源信息查询功能。（责任单位：两省市市场监管部门）

六、养老助残便捷行动事项

（二十五）推进养老保险关系无障碍转移。优化两省市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理流程，实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电

子化、网上办，转移办结时间缩短至 10 个工作日。（责任

单位：两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二十六）推进养老服务普惠共享。实施普惠养老城企

联动专项行动，逐步统一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标准，联

合开展养老机构星级评定和养老服务设施质量评价。推动养

老护理员从业资格跨省市互认互通。试点推行两省市养老服

务地图。（责任单位：两省市民政部门）

（二十七）推进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将川渝持证视力

残疾人线上申请按摩培训纳入免费范围。实现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定点服务机构川渝互认。实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跨省通办和全程网办。（责任单位：两省

市民政部门、残联）



七、住房保障便捷行动事项

（二十八）推进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缴存职工通过全

程网办、代收代办和两地联办等方式跨区域办理住房公积金

缴存、提取、贷款等业务，实现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缴存和

贷款还清证明无纸化。（责任单位：两省市住房城乡建设部

门）

（二十九）推进住房公积金服务便利化。通过全程网办、

代收代办和两地联办等方式，支持全量住房公积金业务实现

川渝通办。（责任单位：两省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三十）推进住房公积金互认互提。探索取消户籍限制，

支持缴存人在两省市区域内购买住房，并按规定使用该住房

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责任单位：两省市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

（三十一）推进公租房协同保障。公开川渝各地保障政

策和申请渠道，优化“川渝安居·助梦启航”服务平台功能。

完善网上受理申请，推动公租房保障对象信用信息共享互认，

逐步实现“最多跑一次”。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统筹

推进各地加强对创新创业人群和新市民、青年人住房保障。

（责任单位：两省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三十二）推进房地产信息开放共享。依托川渝房地产

展示平台共享房地产信息，优化网签办理流程，提高网签服

务效率。（责任单位：两省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三十三）推进灵活就业人员有效解决住房保障问题。

支持灵活就业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通过住房公积金政策

性金融“租购并举”等方式解决基本居住问题。实施成渝住

房公积金双核联动联建三年行动计划，推动成渝灵活就业人

员参加住房公积金试点融合互通。（责任单位：两省市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

八、应急救援便捷行动事项

（三十四）推进川渝毗邻地区报警处置一体化。建立健

全川渝毗邻地区“群众一次报警、两地一体处置”110 接处

警协作机制。（责任单位：两省市公安部门）

（三十五）推进医疗应急救援跨界服务。在川渝毗邻地

区开展 120 跨界救援服务，有序扩大应急救援服务范围。（责

任单位：两省市卫生健康部门）

九、信用评估便捷行动事项

（三十六）推进征兵政治考核跨省通办。两省市对应征

青年进行征兵政治考核时，可由应征地派出所通过征兵政治

考核网上协查信息系统，对应征青年本人、家庭成员、配偶

的父母、未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发起网上协查，协作地派出



所按规定进行核查并网上复函。（责任单位：两省市公安部

门）

（三十七）推进征信信息办理便利化。欠税人处置不动

产大额资产报告、自然人社保缴费以及纳税信用补评、复评、

修复、复核等事项，可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微信公众号等渠道

线上通办。（责任单位：两省市税务部门）

十、畅游巴蜀便捷行动事项

（三十八）推进景区景点联动促销。推出川渝文旅惠票，

鼓励和引导 A 级景区参与“百万职工游巴蜀”等惠民活动。

（责任单位：两省市文化和旅游部门）

（三十九）推进出行服务数字化。聚焦“住、业、游、

乐、购”多场景，优化“渝快办”“天府通”“蓉易办”等

平台服务功能，汇集两省市群众关切的高频服务事项和信息

指南。（责任单位：两省市大数据部门，有关地方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