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2018年9月27日 星期四
编辑吴笑文 组版方 芳 校对刘 洁 今日关注

星报讯 (汪振明 记者 张境宁) 9 月 26 日，中国

银联与安徽省财政厅签署合作协议，联合开通安徽省

统一公共支付平台银联在线支付、银联二维码支付功

能。安徽省财政厅副厅长胡锡萍、中国银联金融与民

生事业部总经理丁林润、安徽省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副局长张黎(正处级)、中国银联安徽分公司副总经理

陈勇出席签约仪式。

统一公共支付平台作为安徽省政务服务平台核

心模块，由安徽省财政厅负责建设，整合线上线下缴

款渠道，拓展支付、结算、管理和服务功能，为各执收

单位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提供技术支撑和资金结

算服务，满足广大群众便捷办理政务服务缴费和非税

收入缴款的需求。

作为首家签约支付机构，中国银联目前已在统一

公共支付平台实现系列支付产品的全覆盖，包括银行

IC 卡闪付、银联手机闪付、银联二维码支付等。广大

用户既可选择登录统一公共支付平台官方网站，输入

缴费识别码选择银联在线支付产品进行支付，也可在

线下支付渠道，通过银联二维码扫一扫，使用Huawei

Pay、Apple Pay等银联手机闪付或银联IC卡“一挥即

付”进行缴费办理。为了最大程度上便利百姓，统一

公共支付平台还与百姓使用率较高的云闪付 APP 完

成“联姻嫁接”，云闪付用户更可直接打开APP进行各

项费用的缴纳操作。

早在2015年，中国银联就与安徽省非税收入征收

管理局就交通违法罚款电子化收缴业务建立业务合

作，安徽广大司机用户除了可以通过已覆盖全省交警

服务大厅的银联交罚自助缴纳终端办理缴款外，还可

通过云闪付 APP 安全便捷的办理交通违法罚款缴

纳。截至2018年9月，银联渠道累计办理安徽地区交

罚缴纳超700万笔，日均2万笔。

根据合作协议，中国银联将继续为公共支付平台

打造服务多渠道、事项全覆盖的支付服务体系，进一

步提升政务服务事项办理的高效性、便捷性和安全

性，做到从“群众跑腿”到“数据跑路”，切实为全省政

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行动提供有力支撑。

同时，双方还将在支付平台安全性建设、宣传推广及

服务能力优化提升等方面强交流与合作。

截至目前，全省公安交管部门车驾管业务、出入

境证照类业务和法院部门诉讼费缴纳业务均已纳入

公共支付平台办理，彻底解决了办事群众重复排队、

缴款方式落后等长期难题。此外，合肥、亳州、安庆和

阜阳四市部分公立学校教育缴费业务也同步纳入公

共支付平台办理，学生家长在家点点鼠标，即可完成

各类学杂费的缴纳，公共支付平台正在以“专业、便

捷、安全”的政府支付平台角色，融入和改变着安徽人

的生活，让广大群众享受到“互联网+政务服务”带来

的安全与便利。

下一步，中国银联将配合安徽省财政厅进一步

丰富公共支付平台业务功能，加速各执收单位各类

政务服务缴费和非税收入缴款业务接入，力争在

2019 年上半年实现全省业务全覆盖，更好地满足社

会公众自主、便利地办理政务服务缴费、非税收入缴

款和公共服务支付的需求，有效提升政务服务和非

税收入管理的效率和水平，为安徽人民提供更加便

利、高效、安全的政务支付服务。

支付首选银联“互联网+政务服务”再升级
中国银联与安徽省财政厅签署统一公共支付平台业务合作协议

文化消费作为消费热点正在蓬勃兴起
记者从安徽省发改委综合处了解到，随着居民收

入水平提高、消费观念转变以及社保制度健全等，我

省居民消费结构呈现不断优化趋势，从注重量的满足

向追求质的提升、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在这

其中，文化消费作为消费热点正在蓬勃兴起。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

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中关于文化消费

明确提到：“稳妥把握和处理好文化消费商品属性与

意识形态属性的关系，促进包容审慎监管与开放准入

有效结合，努力提供更多优秀文化产品和优质文化服

务。深化电影发行放映机制改革。加快发展数字出

版等新兴数字内容产业，丰富数字内容供给。健全文

物合法流通交易体制机制。完善国有文化文物单位

文创产品开发试点成效评价和激励机制。总结推广

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经验和有效模

式。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合理利用。健全

文化、互联网等领域分类开放制度体系。”

5年文化惠民累计超2亿人次
消费超百亿元

据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周明洁介绍，2018年9月

至12月，第五届安徽文化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全省范

围展开。这也是这项活动开展的第五个年头，此举的

目的正是为了优化消费环境，丰富消费业态，引导消

费行为，释放消费潜力，让人民群众享受到丰富的精

神文化食粮。

自 2014 年以来，我省在全国省级层面率先开展

文化惠民消费季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连续四届消费

季活动，累计省重点活动达229项(次)，直接参与人数

超 2.22 亿人次，直接带动文化消费 162.57 亿元。其

中，享受到财政补贴看书、看报、看戏、看电影、看电视

的消费者累计418.86万人次，补贴额3926.58万元，直

接拉动“五看”消费4.82亿元。

近年来，我省创新举办各类文化惠民活动，在百

姓心中树立起一块块金色的品牌。自 2014 年起，我

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在全省组织开展“送戏进

万村”活动，为每村每年送上一场高质量的正规演

出。自去年起，省市县三级文艺工作者携手开展“文

艺扶贫携手小康”惠民演出，每年走进10个国家级和

省级贫困县。今年 1 月，由省委宣传部组织的全省向

群众送“文化年货”活动全面启动，一个多月时间里，

6000余场各类活动遍布江淮大地。

全省1789个文化场馆免费开放
在公共文化场馆建设、使用方面，“自 2008 年开

始，我省各级博物馆、纪念馆开始免费向社会开放。

此后，免费开放的公共文化场馆逐渐扩展至公共图书

馆、美术馆、文化馆和乡镇文化站。”省文化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为了让普通百姓可持续、有保障地享受免

费“文化大餐”，自 2013 年起，我省将“公共文化场馆

开放”列入 33 项民生工程之一，财政资金投入随着免

费开放场馆数量的增加而稳步增长。

取消门票、免费参观，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有机

会进入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图书馆走一走、看一

看，感受文化底蕴，参与文化互动，接受文化熏陶。今

年，全省 89 个博物馆、123 个公共图书馆、18 个美术

馆、121个文化馆、1438个文化站，共计1789个公共文

化场馆免费向公众敞开大门。

安徽特色的文化服务体系正在形成
为了让“老乡”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

的文化福利，我省稳步推进各项文化民生工程建

设。目前，在全省 15539 个行政村，农家书屋“工程

为每村建起农民身边的图书馆，”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工程“为每村每月放映一场公益电影……覆盖全省

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从无到有、从村到户，来到农民

身边。

近年来，我省不断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持续

创新管理服务，努力构建具有安徽特色的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目前，马鞍山市和安庆市先后被授予首

批和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称号；铜

陵市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

作进入验收阶段；今年 5 月，蚌埠获得第四批“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资格。

□ 文化篇
“五看”刷卡消费立减折扣涵盖范围调整为看书、看报、看戏、看电视、看文旅景点，省级资金安排918万元直

补消费者，1000余场文艺演出覆盖全省城乡……本月刚刚启动的第五届安徽文化惠民消费季给全省居民带来

更多惊喜。近年来，我省增加优质文化供给，创新举办各类文化惠民活动，不断给城乡群众送来质优价廉的精神

文化食粮。 □ 记者 祝亮

全民共享文化盛宴 真金直补惠及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