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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数据〔2021〕29号

关于印发《霍山县“安康码”应用项目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经济开发区，县直相关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安康码”民生工程建设，推动“安康码”由

“通行码”转化为“服务码”，更好地服务群众，根据《六安市“安

康码”应用项目实施方案》（六数管〔2021〕14号）文件精神，

制定《霍山县“安康码”应用项目实施方案》，现随文印发给你

们，请予组织实施。

霍山县数据资源管理局

2021年 8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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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山县“安康码”应用项目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深化“安康码”民生工程建设，推动“安康码”由

“通行码”转化为“服务码”，更好地服务群众，根据《六安市“安

康码”应用项目实施方案》（六数管〔2021〕14号）文件精神，

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依托 2020年“安康码”应用建设成果，在支撑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丰富安康码功能和应用，推动

安康码应用覆盖医疗教育、政务服务、交通出行、企业服务、

公共服务等更多领域，将社会保障卡与安康码深度融合，推

广更多场景的广泛应用，实现“一码共享、赋码生活”，为居

民正常生活提供便利，为加强个人健康管理提供支撑。

到 2021年底，安康码申领量达到 33万以上，安康码累

计亮码达到 830万次、核验达到 664万次以上，对常态化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支撑程度较高。在场景拓展方面，县

级政务服务大厅支持“一码通办”事项总数达到 1172个，新增

支持“一码就医"的医院数量 1 个，新增安康码场景应用至少

2个，企业码场景应用数量 1个。

二、建设内容

围绕“平台建设、场景拓展、安全防护”三个方面规划

2021年全县安康码民生工程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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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6+N 场景应用拓展

1.安康码+医疗健康应用

在 2020年完成试点医院对接的基础上，将安康码+医疗

健康领域做广做深，实现“一码就医”。依托安康码平台能力

将个人基本信息和用户健康信息输出给医院使用，结合三卡

和医院自身就诊卡，通过增加窗口扫码设备和改造自助终端，

动态获取安康码用户的身份和码色信息，实现医院进出、门

诊建卡、门诊挂号、就诊报到、门诊缴费、报告查询/打印、

药房窗口取药、入院登记、预交金缴费、清单查询以及相关

满意度调查等功能，从而实现安康码用户在医院“一码就医”。

(牵头单位：县卫健委、县数据局，配合单位：各试点医院)

2.“安康码+企业码”应用

依托企业营业执照二维码，围绕政策直达、公共服务、

产业链合作和政银企联动等环节、通过多系统工作协同和数

据资源集成利用，实现企业服务的“最多跑一次”，成为政府

服务企业，社会认识了解企业的一个智慧码。主要建设“企业

码申领”、“码上名片”、“码上政策”、“码上直办”、“码上信

用”、“码上电子证照”等应用。(牵头单位：县市场监管局、

县数据局，配合单位：县发改委)

3.“一码办事”应用

对部分政务服务事项进行流程改造，梳理每个部门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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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办理材料，县级政务服务中心实现“一码通办”事项数达

到 1172 项。(牵头单位：县数据局，配合单位：各乡镇、开

发区、县直各相关单位)

4.冷链食品购买登记

依托检查点核验码的精细化管理，商超可在线生成冷链

食品柜台销售码，顾客在扫码后进行实名购买登记。(牵头单

位：县商务局、县市场监管局、县数据局，配合单位：各乡

镇、开发区、县直各相关单位)

5.凭码住宿

与公安部门的网证以及全省统一电子证照结合，依托“互

联网+可信身份认证”，实现省内酒店凭码住宿。(牵头单位：

县公安局、县数据局)

6.安康码乘车

提供统一的技术对接，与公交或第三方合作，在全县范

围内实现刷安康码乘车，或在安康码亮码界面中切换乘车码

乘车。(牵头单位：县交通局、县数据局)

7.安康码+N 个场景拓展应用

(1)药品购买登记。与药店检查点通行二维码结合，顾客

在扫码后，可进行药品购买实名登记。(牵头单位：县卫健委、

县医保局、县数据局)

(2)活动会议签到。依托安康码的检查点机制，单位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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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查点之后，组织活动或者线下会议时，可在线生成活动

或会议的二维码，参加人员通过扫码即可同时实现码色核验、

参与资格核验、签到和结束登记。同时，组织者可查看活动、

会议的参与情况和时长等信息。(牵头单位：县数据局)

(3)优化老年人应用。为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

难的现状，进一步优化代申领、离线码等功能，探索更多方

便老人的应用，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将社会保障卡

实体卡作为安康码线下载体，实现互联互通。(牵头单位：县

数据局)

(二)安全防护体系建设。为满足安康码密码评测要求，

根据《信息系统密码应用基本。要求》(GMT0054-2018)、《信

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规定，需完成密码评测安全

要求。(牵头单位：县数据局)。

三、建设模式

霍山县 2021 年安康码民生工程项目采用由市级统建的

模式，市级提供统一的平台支撑、场景接入能力，县区结合

当地实际和工作需要，依托安康码核心功能，在线上线下拓

展医疗健康、政务服务、企业服务、公共场所服务等场景应

用。

四、资金筹集

本项目为县民生工程项目，实施周期为 2020 年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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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所需建设资金由财政承担。

五、实施步骤

6 月-8 月，启动项目，制定项目建设方案，项目建设运

行。完成系统建设、联调、部署，开展系统应用培训、上线

试运行测试等工作。

9月-10月，项目运行。完成本级场景应用评估验收工作，

确保所建系统符合预期目标，并投入运行。

11月-12月，开展项目系统建设考核验收。

六、保障措施

(一)明确工作任务。数据局要建立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

明确时间节点，逐项抓好落实。牵头部门要履行主体责任，

及时沟通协调解决安康码在推广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二)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公众号、报纸、网站等多渠道

全方位宣传推广“安康码”功能，鼓励、引导、支持群众企业

使用“安康码”。深入社区、院校、医院、企业等公众密集处

指导用户操作使用，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推广活动，让群众

共享“安康码”“赋码生活”带来的便利，不断提升群众企业满

意度和活跃度。

(三)严格使用管理。切实增强信息安全意识，严格规范

管理权限开放口径，强化数据安全管理责任落实，禁止第三

方平台留存用户隐私数据，杜绝数据丢失、泄漏等情况。按



—7—

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要求，做好安康码数据安全管理、

技术防护，完善风险排查和应急处理机制。

(四)强化监督考评。数据局按时报送“安康码”民生工程

项目进展情况，确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目标任务。

霍山县数据资源管理局 2021年 8 月 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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