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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市民卡(社保卡)背后的“民生密码”
本报记者 李娜 通讯员 付鹏辉 牛云龙 文/图

掌心就可以放下的市民卡（社保卡），不过方寸大小，可是，在郑州，这一张看似不起眼的市民卡，却托起了百
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就医到就业，从文化生活到图书借阅，从惠农补贴到校园生活……小小的市民卡，蕴含着
惠民惠企的“民生密码”。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提出，要探索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建立
居民服务“一卡通”，在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等方面率先实现“同城待遇”。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
郑州在践行利民之事上，从来都是不遗余力。
如今，“市民卡”不仅让郑州百姓获得极大的便捷和优惠，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市民卡不仅是郑州民生

为先的具体实践，更讲述着把群众身边小事当成政府头等大事，聚焦“一老一小一青壮”民生问题，尽力而为、量力
而行，让群众获得感更加厚实、更可持续的郑州故事。

一张市民卡背后隐藏的“民生关切”

你知道吗？我们的市民卡已经
有 23岁的“年纪”了，从诞生伊始，
它便被注入了为民利民的基因。

1999 年 12 月，全国第一张社
保卡在上海首发；截至 2022年 3月
底，我国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到
13.55亿人，覆盖96%人口。

2009 年，党中央首次提出“早
日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2016
年，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实
施社会保障卡工程，持卡人口覆盖
率达到 90%”的目标任务。2018
年，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提出“建立
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的‘一卡通’服
务管理模式”。

而在郑州，社保卡随着技术的
更新，不断迭代升级，一步一个脚
印，从“社保卡”升级为“市民卡”，走
得步履铿锵，其中，不少工作走在了
全国前列——

2016年 2月 26日，由河南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主办的“中原银
行杯”社会保障卡“一卡连万家”融
媒体知识大赛决赛举行，郑州市代
表队荣获河南省社会保障卡“一卡
连万家”融媒体知识大赛决赛二等
奖、优秀组织奖。

2016 年 6 月 20 日，由人民日
报主办的 2016移动政务峰会在北
京举行，峰会上首次发布了《中国
移动政务影响力榜单》，郑州市人
社局荣获“移动政务服务十佳”荣
誉称号。

2016年 12月 27日，在2016中
国“新型智慧城市”峰会上，郑州市
人社局获得“互联网+社会服务”最
佳创新政务机构奖。

2017年 4月份，郑州开展社保
卡线上化应用，越来越多的医院支

持社保卡就医一卡通及医保在线支
付，解决了参保人一人多张诊疗卡
的困扰。

2018年初，郑州人社局联合省
人民医院，在全省率先开通“社保卡
就医一卡通”功能，自那时起，郑州
市参保患者在省人民医院就医时，
可直接使用社保卡进行挂号、就诊、
结算、查询等全流程就医服务，无须
再办理就诊卡。

2018年 9月下旬，郑州市借助
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率先在全省开
通线上生存认证，登封市和高新区
两个试点认证完成率达到 99.1%。

“互联网+养老认证”让参保人不再
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足不出户或
身在外地均能完成认证。

2018 年 11 月，郑州市在全国
率先推出门慢处方共享、在线挂号、
视频问诊、送药到家的全流程医保
线上服务，使我市医保门诊规定病
种和重特大疾病患者享受到更加便
捷的就诊和取药方式。

2019年 2月 28日上午，河南省
电子社保卡首发仪式在郑州市中
心医院成功举行。在郑州市工作
的金女士通过“支付宝”APP，申领
到了郑州市也是河南省第一张由
国家人社部社保卡服务平台统一
签发的电子社保卡，更是全国第一
张H5页面签发的电子社保卡。这
标志着郑州市社保卡工作又迈上了
崭新的台阶。

2019年 5月 22日，郑州市社保
卡“就医一卡通 医保线上行”被我
国评为“十大智慧便民服务案例”。

而创新，永无止步。
2020 年 10 月，郑州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市民

卡建设的实施意见》。其中明确提
出，郑州将建立以社会保障卡为载
体的市民卡服务管理模式，在郑州
市各领域实现“一卡通用、一码通
城”，推动郑州市“一网通办、一次办
成”的改革进程。这是郑州市民卡
的又一次华丽升级。根据《意见》的
部署，“一卡通”除了用于医疗领域，
还包括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等。
政务服务方面，依托政府各部门现
有的业务系统和相关资源，打通各
项政务应用、公积金查询、电子社保
卡、信用体系等服务；公共服务方
面，融合并拓展公共交通、校园、旅
游、图书馆、企业园区、社区、停车
场、罚没款项等应用，实现一卡、一
码支付。

2021年 5月，“一卡通用、一码
通城”郑州市民卡试点（登封）工作
成果展示会在登封市举办。之前，
我市以登封为试点积极推进市民卡
在校园、治安、信用、文旅、出行、就
医、商超、金融及电商（农户+商户）
等领域应用，此次会议将向全市推
广，这也标志着河南居民服务“一卡
通”工作从政策规划阶段转入具体
实施阶段，郑州市民卡建设工作进
入新阶段。

从社保卡到市民卡，这张小小
的卡片，变的不仅仅是名称，背后是
郑州市服务百姓的一个缩影。市
民卡在释放民生红利的背后，是在
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下，人社、民政、
公安、卫生、大数据局、金融机构等
各个部门的横向配合、协同联动，
是政府管理流程和服务能力的不
断优化。

这是一件民生大事，也是一项
重要改革。

市民卡更有美好在未来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
起点”。

社保卡“一卡通”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郑州民生
改善的一扇新天窗。

2022年 6月，国务院印发文件《关于加强数字政
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要探索推进“多卡合
一”“多码合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应用，积极
打造多元参与、功能完备的数字化生活网络，提升普惠
性、基础性、兜底性服务能力。

而郑州，也亮出了市民卡今后的“施工图”——
让更多百姓可以受益。
今年 6月到年底，郑州人社局将开展主题为“一

卡通用 一码通城”的大型市民卡宣传活动，通过进乡
村、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商超为主要
内容的“六进”活动，旨在通过多渠道、全媒体、多方
位的宣传推广，切实提高群众对市民卡多种功能的
认识，提高市民对就业、社会保险、人事人才、劳动关
系、惠农惠民财政补贴政策的知晓度，有效提升群众
对社会保障卡各项功能的使用率，引导促进群众“知
卡、用卡、用好卡”。为市民卡不断赋能升级。市民
卡的升级一直在不断完善，根据“时间表”，郑州将在
2023年底前，建设集政府服务、公共交通、居民健康、
日常消费、银行业务、行业及商业应用等功能于一体
的“市民卡”。

政务服务方面，未来市民卡将整合多项政务服
务，在教育、公安、民政、财政、人社、卫健、医保、残
联、税务、公积金等方面实现“一卡通用”。具体来
说，市民卡具备校园卡功能，实现学生出入校园、餐
饮消费、学费缴纳等校园一卡通管理功能。具备身
份凭证功能，实现市民卡作为有效身份凭证，在全市
范围内可用于酒店住宿登记；加强数据共享，实现通
过市民卡查询交通违章信息。通过市民卡发放低保
金、特困供养金、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
费、困境儿童生活补贴、残疾人两项补贴、临时救助
金等民政补贴。财政方面，通过市民卡发放各类惠
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实现补贴及交易信息查询功
能。医疗机构挂号、缴费、诊疗、取药、结算、查询、打
印报告单等就医结算全过程均可“一卡通用”。医保
登记、异地就医备案登记、医保费用结算等业务，一
张市民卡也可实现。

公共服务方面，未来市民卡在乘坐公共交通、参
观文化旅游景点、支付水电气暖各项费用、积分兑
换等方面，均能“一卡通用”。根据建设实施方案，
市民在城乡公交、地铁、公共自行车、出租车、城际
客运等领域的刷卡乘车，在过路过桥收费站、公共
停车场、加油加气站、充电等领域均可使用市民卡
便捷支付。同时，为促进市民卡在文化艺术场馆、
博物馆、电影院、旅游景点、娱乐休闲等场所的应
用，市民卡还可实现借书还书、网上预约、续借缴费
等功能。依托市民卡支付功能，实现水、电、气、暖、
电话、网络、数字电视等服务费的扣缴，并利用短信
平台，实时通知扣缴情况。未来还将开展积分兑换
及积分公益活动。

金融支付方面，市民卡可当借记卡使用，在银行柜
面或自助设备上办理金融业务，在商场、公交、医院等
领域进行消费。同时，市民卡具备电子码聚合金融支
付功能，可以支持多种金融支付场景。另外，市民卡还
将具备普惠金融功能，为大众尤其是贫困、低收入人口
和小微企业提供公平的金融服务和产品，让金融普惠
大众。

信用服务方面，未来市民卡还将汇集市民日常
的出行轨迹以及消费习惯，在大数据分析技术支撑
下，提供市民信用服务。通过市民卡推进个人信用
信息共享及归集常态化，不断创新金融、交通、文
旅、医疗、公安等领域信用激励场景，提升广大群众
参与信用建设的积极性，形成人人知信用信、守信
践诺的良好社会氛围，全面优化提升郑州市营商环
境。此外，会议签到、门禁管理、考勤管理、食堂消
费、停车管理、家政服务等多项衍生特色功能也将

“上线”……
为百姓办理市民卡业务提供更多便利。
郑州开通了线上、线下和上门服务三种渠道：
自助服务渠道：市民可以拨打12333咨询电话，或

者去各服务网点自助机上自行办理。
线上服务渠道：可登录支付宝社保卡服务、微信

“郑州人社·社保卡”微信公众号、“郑州市民卡”微信公
众号、郑好办社保卡服务专区等进行线上办理。

上门服务渠道：可联系就近社保卡合作银行服务
网点工作人员携带便携式自助设备对行动不便的高龄
老人上门服务。

“市民卡虽然只是一张小小的卡片，但是却可以
承载起市民的吃穿住行用、就医就学养老等方方面
面。”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说，“民生，是最大的政
治。当前的郑州，正在扎实开展‘三标’活动、推进

‘十大战略’行动，对于人社部门来说，我们一直致力
于服务于民。我们将采取一系列措施，让市民卡更
便民、更方便、更全面、更安全，只有持续不断改善民
生，才能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切实增强百姓
的幸福感获得感。”

市民卡虽小多场景“大显身手”

登上去单位的 52路公交车，家住商城路的胡小艺打
开手机，刷了公交费用。“最近用市民卡在郑州坐公交，只
用 1分钱，对我们这种平时乘坐公交上下班的上班族来
讲，真的很实惠。”胡小艺乐呵呵地说。

其实，对于郑州百姓来说，市民卡的优惠不仅仅在
乘坐公交，更是体现在方方面面，我市先后开展了“生活
缴费 88 折起，最高立减 200 元”“一折游嵩山”“市民卡
（社保卡）年货节 购物 88 折起”“食光郑好，餐饮 5 折”
“市民卡（社保卡）加油节 加油 75 折”“端午郑开同城生
活节”“一分钱乘公交”等优惠活动，在市财政部门的支
持下，累计交易额 4008.7 万元，为百姓发放优惠 320.6
万元。

不仅仅是优惠，市民卡还给百姓带来了更多方便。市
民卡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社保卡”摇身一变，变为跨部门
的“政府卡”“金融卡”“民生卡”等集一身的“市民卡”，目
前，已经实现了六个领域的“一卡通”，居全省首位——

就医购药“一卡通”。社保卡除了医保结算功能，还可
以当作就诊卡使用。

乘车出行“一卡通”。持第三代社保卡可以乘坐公交，
下一步还能乘坐地铁。

校园生活“一卡通”。在登封中小学可以通过社保卡
实现校园出入、食堂消费等服务，下一步要在全市推广。

文化旅游“一卡通”。在嵩山景区实现了社保卡线
上购票、线下入园服务，这个合作景点范围还会继续扩
大，也会逐步拓展至其他地市的知名景点；在全市图书
馆实现了使用社保卡借书还书、网上预约、续借缴费等
功能。

待遇补贴“一卡通”。全市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全
部通过社会保障卡"一卡通"发放。目前，在郑州，每年各
类待遇、补贴使用社保卡发放达 220 亿元左右。其中养
老、工伤、失业待遇发放金额170亿元左右；全市累计通过
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系统发放补贴项目 88
项，总金额 8.12亿元，受益群众 225.99 万人次；支持待遇
认证 320万人次、支持高龄补贴发放 27万人次，支持青年
人才补贴发放 216万人次、金额 16.2亿元；支持就业创业
及技能提升行动等30亿元左右。

金融服务“一卡通”。依托社保卡金融支付功能，实现
了水、电、气、暖等服务费的扣缴。并将逐渐实现在商超、
餐饮、住宿、农贸市场、便利店、加油站、停车场等场所的快
速消费支付，逐步拓展普惠金融服务功能。

完备的数据基础，是“市民卡”多领域运用的“地基”。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已初步完成居民基础信息资源库
建设，与上级部门对接沟通申请相关接口，完善建成包含
全部郑州市常住居民的人员基础信息库，入库人数达到
2480万。

郑州市人社局数据管理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后，
市人社局还将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将市民卡应用到小区
出入管理、核酸检测登记、结果查询等服务中，为不方便
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和未成年人提供便利。同时继续
深入拓展社保卡金融支付功能，开展一系列消费满减、优
惠购物等活动，让群众切实体会到社保卡为生活带来的智
惠便捷。

市民换取第三代社保卡

市民展示我省第一张电子社保卡

贴心服务，为市民办理社保卡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