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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政局、 文汇报社联合主办

服务模式不断创新
婚俗改革稳步推进

70年来， 上海婚姻登记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信息化建设不断优化、 婚姻文化建设不断创新、

婚姻登记信用体系基本建立

新中国成立以来 ， 上海婚姻登记以

1950 年 4 月第一部 《婚姻法 》、 1980 年 9

月第二部 《婚姻法 》 和 2001 年 4 月修订

的第二部 《婚姻法》 为发展脉络， 《婚姻

法》 犹如衡量时代变迁与社会转型的刻度

尺， 见证着上海婚姻登记、 管理、 服务的

不断进步和完善。

70 年来， 上海婚姻登记为民服务水平

不断提升、 信息化建设不断优化、

婚姻文化建设不断创新 、 婚姻登

记信用体系基本建立 。 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 ， 上海不断创新服务

模式 ， 推进婚俗改革 ， 相继推出

结婚登记颁证仪式 、 网上预约登

记 、 婚姻家庭辅导 、 婚姻信息共

享等多样化便民措施。

婚姻登记改革：

登记制度保障和
颁证仪式感并重

1992 年前 ， 本市婚姻登记无专门机

构 、 无专业登记员 、 无固定场所和接待

日 ， 给群众办事带来不便 。 为此 ， 上海

率先进行婚姻登记体制改革试点 ， 在各

区设立登记机关 、 配备专职人员的基础

上 ， 将国内婚姻登记全部集中区县民政

局办理。

2004 年 1 月 ， 上海成立市婚姻 （收

养） 登记中心， 集中办理上海居民同外国

人、 华侨、 港澳台居民的婚姻登记。

2016 年 ， 市民政局 、 市征信办 、 市

经信委联合印发 《关于将婚姻信息失信

行为纳入信用管理的通知 》， 进一步加强

上海婚姻登记信用体系建设 ， 维护社会

公序良俗。

2019 年， 市民政局出台 《上海市婚姻

登记工作规范》 《上海市婚姻登记管理工

作指引 》， 进一步规范了本市婚姻登记管

理工作； 率先出台 《关于机构改革转制过

渡期间上海市消防救援人员婚姻登记工作

的通知 》， 为转制期内消防救援人员办理

婚姻登记提供了上海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 上海还在全国首推结

婚颁证仪式。 许多上海市民至今记得 2000

年 12 月 31 日举办的 “世纪婚典 ”， 沪上

100 对新人参加了集体颁证仪式 。 上海还

制定了 《关于本市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实行

颁发结婚证书仪式的通知》 和 《上海市结

婚登记颁证工作规范 》， 实现颁证仪式制

度化 、 规范化 。 自 2004 年起 ， 上海全面

实行特邀颁证师制度， 由劳模等社会贤达

为新人颁证。 2016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

本市共计为 200955 对新人提供简易颁证

服务 ， 为 9803 对新人提供主题颁证 （集

体颁证） 服务。

推出便民措施
提高婚姻登记服务水平

婚姻登记是人生大事， 多年来， 上海

秉承 “婚姻登记无小事 、 为民服务无止

境” 宗旨， 聚焦群众关切， 相继创造多项

“第一 ”， 比如首推 “百姓休息我上班 ”，

婚姻登记节假日办理制度、 率先实现婚姻

登记网上预约等， 多措并举提高婚姻登记

服务水平。

2002 年 2 月 1 日起， 上海各级婚姻登

记机构开始在周六接待办理登记； 2003 年

起实行中午值班制； 2006 年 4 月起， 逢 1

月 1 日、 5 月 1 日、 10 月 1 日， 上海全天

办理结婚登记。

2002 年 1 月 1 日起， 上海建立市、 区

两级网络体系， 全市婚姻登记机关使用统

一信息系统办理结婚 、 离婚 、 补证等业

务， 以流程化管理有效保障了婚姻登记工

作的即时性、 规范性和严肃性 。 2003 年 ，

上海率先研发结婚登记网上预约系统 。

2018 年， 上海对婚姻登记 “初审 、 受理 、

审查、 登记 （发证）” 四项流程进行再造，

由原先全部为线下串联流程转为 “一次告

知， 当场办结” 的线上线下并联流程， 极

大提高服务效能。

2018 年， 结婚登记预约系统对接全市

“一网通办 ” 平台 ， 婚姻数据库以及信息

归集共享不断完善 。 2019 年 ， 完成本市

1950 年以来婚姻登记历史档案数据补录工

作 ， 本市婚姻登记档案全部实现电子化 ，

方便市民查询电子档案， 实现让 “数据多

跑路、 群众少跑腿”。

建成全国首家
省级婚姻文化展示馆

70 年来， 上海婚姻习俗有何变迁？ 钱

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有何家训家风？ 这一

切， 都能在坐落于曹杨路 510 号的上海婚

姻文化展示馆内找到答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

教家风的重要论述， 营造注重家庭、 注重

家教、 注重家风的良好氛围， 市民政局和

普陀区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4 月共同建成

全国首家省级婚姻文化展示馆。 展示馆择

取 “婚姻登记管理制度 ” “婚姻习俗 ”

“家风家训 ” 三大板块 ， 展示了新中国成

立以来 ， 上海婚姻登记管理的创新成果 、

婚姻习俗的时代变迁、 “忠孝礼善和” 的

上海故事 ， 体现了海派婚姻文化的传承 ，

见证了民间婚姻风俗的发展。 比如， 上海

解放后，包办婚姻渐为自主婚姻所代替，青

年男女双方自愿结合， 即可在政府民政部

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领取法定证书，在法

律上确立夫妻关系。

在展示馆中， 观众还可以看到不同时

期的结婚证、结婚照，以及钱学森的爱国故

事、赵克兰家庭的敬老孝行故事、黄炎培的

家风家训故事等等， 让人真切感受婚姻之

美 、婚姻之责 、婚姻之义 ，从而发挥家庭家

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据悉， 自 2018 年 5 月 1 日开馆以来，

参观人数已达数千人， 部分展品还入选国

家发改委、 中宣部等部门举办的 “伟大历

程 辉煌成就———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大型成就展” 和民政部举办的第八届海峡

两岸婚姻家庭论坛 “根脉———两岸婚姻家

庭 70 年变迁纪念展”。

值得关注的是， 上海婚姻登记机构还

开设一系列增值服务 。 自 2003 年起 ， 本

市 17 家婚姻登记机构均设立婚姻家庭辅

导室， 辅导内容涵盖婚前辅导、 婚姻家庭

关系维系和离婚疏导 。 2016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 本市累计为 73533 对市民提

供婚前辅导； 为 39915 对市民进行离婚劝

和 ， 其中成功劝和 6511 对 ； 为 46014 对

市民提供婚姻家庭关系维系等辅导。

上图： 独具特色的上海婚姻文化展示

馆。

左图： 在上海外滩举办的玫瑰婚典集

体婚礼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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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通办， 民生政务服务更智能
网上能办事 、 快办事 、 办成

事———伴随着上海 “一网通办” 的
全力推进， 公共政务服务日益智能
化， 找政府部门办事， 越来越像网
购一样方便。

以 “数据多跑路”

换 “群众少跑腿”

作为民生工作保障部门， 上海市民政

局着眼提升为民服务质量， 扎实推进 “一

网通办” 工作落地见效。

以 “数据多跑路 ” 换 “群众少跑腿 ”

的成效如何？ 一组数字颇有代表性。 按照

“双减半” 要求， 市民政局已实现 44 项市

级行政审批事项缩减法定审批时间共计

458 天， 通过电子证照、 网络核验等方式

缩减申请材料 90 件， 减时间、 减材料比例

分别达到 50%和 55%。 31 项区级行政审批

事项拟确认缩减申请材料 57 件， 实现减材

料比例达 53%。

以 “高效办成一件事” 为目标， 市民

政局进一步推进高频事项业务流程再造 ，

以 “设立经营性养老机构” “设立公益性

养老机构” 两个事项为例， 前者跑动次数

由 8 次减为 2 次、 减幅 75%， 递交材料由

43 份减为 36 份、 减幅 16%， 办理时间由

37 个工作日减为 12 个工作日、 减幅 68%；

后者跑动次数由 7 次减为 2 次、 减幅 71%，

递交材料由 38 份减为 31 份 、 减幅 18%，

办理时间由 62 个工作日减为 40 个工作日、

减幅 35%， 达到预期目标。

依托 “上海民政业务数据海”， 市民政

局积极开展民政数据治理、 开放共享和资

源挖掘应用， 截至目前已向市大数据中心

归集养老、 救助、 经济状况核对、 婚姻登

记等共计 10 个系统 、 27 张业务表 、 1786

万条数据 。 这为政务服务

数据在后台跑腿， 为企业、

群众办事时减少提交材料

打下了基础 ， 避免了 “奇

葩证明 ” “循环证明 ” 情

况的发生。

在为市大数据中心不

断充实数据的同时 ， 市民

政局也积极推动线上线下

服务深度融合 ， 优化网上

办事程序。 比如， 29 项民

政事项已接入 “一网通办”

总门户或移动端 “随申办”

App 中 ， “掌上办 ” 更为

轻松 ； 社会组织登记 、 部

分社区事务事项与物流系

统成功对接 ， 办理结果材

料可直接快递给经办人 ， 实现 “不见面 ”

审批； 婚姻预约服务、 享受民政社会救助

项目证明出具等事项已实现长三角地区

“一网通办”。

打造市民家门口的
“政务便利店”

市民政局作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标准化建设牵头部门，经过多年努力，在全

市受理中心建设上实现了服务事项、办事流

程、建设规范、标识标牌、管理软件和评估体

系的“六统一”，服务管理上持续推进一头管

理、一窗受理、一次办成、全市通办、全年无

休的 “三一两全 ”，倾力打造市民家门口的

“政务便利店”，标准化改革初具成效。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是上海在街镇

层面集中为市民个人提供政务服务的社区

综合性服务机构。 目前， 全市 220 个服务

中心已覆盖所有街镇 （乡）， 汇集公安、 民

政、 人社等 12 个委办局的 188 个市民政务

服务事项， 年受理量超过 1150 万件。

曾几何时， 大多数社区政务事项需要

向户籍所在地受理中心提出申请， 办事免

不了奔波， 为此， 市民政局协同 12 个市级

委办局进行流程再造， 完成窗口标准化建

设和受理系统升级， 实现了跨行政区域的

“全市通办”。 自 2018 年 3 月以来， 本市各

受理中心共办理 “全市通办” 件 177 多万

件 ， 异地收办量从最初的 5%增长至目前

近 14%， 广受居民欢迎。

在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的“线下实体

店”实现“全市通办”的基础上，市民政局还

积极推进社区事务“一网通办”———2018 年

10 月 ， 社区事务受理平台接入上海政务

“一网通办” 总门户， 点击 “个人社区事务

服务” 模块， 即可在线办理 12 个政府部门

的 187 个事项， 配套 “随申办” App 电子

亮证功能， 省去了当事人携带多种证件来

回奔波的烦恼。

上图 ： 2018 年 4 月 ， 社区事务受理

“全市通办” 作为 “优秀电子政务实践” 项

目在全国首届 “数字中国建设” 成果展览

会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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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为贯彻上海
市委、 市政府关于全力打
响 “上海文化” 品牌的决
策部署， 上海民政系统以
“银星璀璨” “孝亲课堂”

“上海孝亲文化展示馆 ”

为载体， 积极开展孝亲文
化建设， 弘扬具有民族特
色、 时代特征的孝亲敬老
文化。

银星璀璨
提高老人生活品质

“银星璀璨” 老年文化艺术

节系列活动是由市老龄事业发展

中心开展的一项为老活动。 这项

活动从 2003 年至今已成功举办

了 13 届，秉持 “引导老年人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激发热爱生活的朝气，展

现美丽的晚霞风采， 为老年人创

造美好生活”的核心理念，扎实推

进上海老年文化事业的发展。

“银 星 璀 璨 ” 先 后 举 办

“家、 生活 、 情趣 ” 上海老年人

手工艺大赛， 展示老年人热爱生

活、 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举办

“银龄奥斯卡 ” 老年人微电影培

训班， 鼓励老年人创作拍摄孝亲

主题微电影， 弘扬慈孝美德……

艺术节尤为注重将市级重大文化

活动与社区小型多样文化活动相

结合， 并针对郊区特别是农村老

人、 独居困难老人、 高龄老人进

行慰问演出。

“银星璀璨” 积极弘扬上海

城市精神， 不断拓展老年文化艺

术形式， 为老年人搭建了广阔的

交流展示平台； 在满足老年群体

多元文化需求的同时， 培育壮大

了基层老年文化队伍。 据不完全

统计， 目前上海各级老年文艺团

队 有 1.5 万 个 ， 参 与 人 数 达

34.37 万。

孝亲课堂
扎根社区共担养老责任

“孝亲课堂” 是由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精心

打造的服务品牌，通过多元化渠道、多部门联动、多

形式参与，将专业养老和人文养老项目化、课程化，

并推广到社区和学校， 让更多居家老人得到暖心照

料和亲情抚慰。

为使“孝亲课堂”深入百姓，福利院充分发挥区域

共建作用，与多个“邻里汇”及多所学校共建，制定“一

课一练一关怀”的品牌化服务内容，并在多所学校开

设专题课程。

自 2014 年开展至今，“孝亲课堂”项目累计进社

区、校园开展服务 348 人次，1300 余人次受益。 在多

方共建基础上，“孝亲课堂”进一步组建了“孝爱者联

盟”，不断加大养老专业知识普及力度，促进社会养

老服务技能提升。

孝亲敬老
滋养大城养老文化情怀

“上海孝亲文化展示馆”是由上海市民政局和

奉贤区人民政府正在共同筹建的孝亲文化品牌专

业展馆。

孝亲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幸福家庭

的道德基础，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建设孝亲

文化展示馆，有利于弘扬现代孝亲文化 ，倡导家庭

层面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更有利于滋养有温度

的城市精神和文化情怀。

目前，双方已就上海孝亲文化展示馆项目举行

签约仪式，标志着该项目正式启动，预计于 2021 年

开馆。 在弘扬中华孝亲文化的基础上，该项目将把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与奉贤“贤

文化”深度融合，建成集展示、教育、交流、体验为一

体的新时代孝亲文化展示场所。

同时，上海孝亲文化展示馆还将充分发挥优秀

传统文化载体功能，使其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研究、展示、交流孝亲价值观和新时代家庭建

设成果，集合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 、市民休闲

娱乐公共空间和亲子活动场所等多种功能的平台。

上图： “孝亲课堂” 走进来， 学生们与老人共

同完成手工团扇绘制。

婚姻是社会关系的基

础， 家庭是人生的港湾 。 婚

姻家庭是国家发展、 民族进

步 、 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

事关国家富强 、 民族复兴 、

人民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