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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积极推动社保卡文化和旅游“一卡通”的建议

【要报要点】本期要报针对部分地区文化和旅游行业发展过程

中存在的规范标准不统一、基础设施集约化水平不高、未实现

“同城待遇”、数据赋能水平较低等突出问题，提出参考率先

实现“同城待遇”统筹推进社保卡文化和旅游“一卡通”的江

苏经验，推动标准互认、平台互联、资源共享、合作运营、联

合推广，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均衡高质发展。

一、部分地区文化和旅游行业加快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规范标准不统一，产业基础设施集约化水平不高，

优质创新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不足

文化和旅游行业市场化程度较高，但在行业发展过程中，

部分地区长期存在多部门、多主体、多套标准难以统筹协调等

问题，导致管理、服务、安全等方面存在风险。一些文化和旅

游场所也存在因基础设施老旧且无法实现平台管理、互通互

联，造成资源难以集约高效利用等现象。部分地区文化和旅游

公共服务水平不均衡，尚未实现“同城待遇”，跨区域资源统

筹难度较大。有吸引力和富有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创新度与整

合度不足。

（二）数据赋能水平低，品牌传播效果欠佳

不少地区在文化和旅游领域存在数据整合难度大，需要跨

部门、跨领域合作和协调。数据不完整、不准确、不规范，也

影响了数据分析和利用效果。行业内部还存在品牌意识薄弱、

传播渠道单一、内容创新不足、缺乏与居民游客互动等问题。

二、社保卡文化和旅游“一卡通”的“江苏模式”

针对这些问题，江苏省通过“统一标准、统一技术、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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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统筹管理”，推进理念重塑、机制重构、流程再造，实

现以“新基建”获取“新数据”拓展“新应用”，缓解了上述

突出问题，形成了社保卡文化和旅游“一卡通”的“江苏模式”。

（一）实现技术标准的统一

以第三代社保卡为载体加载文化和旅游功能，编制出台技

术规范，明确文化场馆和旅游景区闸机改造标准，从技术层面

实现场馆多码合一、数据互联共享、核验系统规则统一。同时，

对文化和旅游场所票务管理流程、系统技术架构、网络及数据

安全等进行规范，特别是要求票务系统支持数字旅游卡刷码核

销等新技术、新场景应用。

（二）促进公共资源高效整合

将数据赋能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以“数据通”实

现“服务通”，提升文化和旅游服务便捷化水平。联合多部门

推动服务系统衔接兼容、服务平台开放共享、服务信息互联互

通，推动社保卡、社保码、身份证、苏服码、入园码等多码统

一认证，实现各类文化和旅游场所“卡码融合 一卡通行”，

83 家市级以上文化场馆“一键预约 一码通行”。

（三）文化和旅游数据质量与安全有效提升

依托“一卡通”数据共享中台，归集文化和旅游场所闸机

及票务系统数据，实现客情数据科学应用，为政府政策制定、

公共服务、补贴发放、活动推广、宣传推介等工作提供更加精

准的数据支撑。制定发布全国首个文化和旅游行业网络安全防

护操作指南，规范了社保卡文化和旅游“一卡通”等数字化平

台涉及游客个人隐私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

公开等安全处理要求。

（四）文化和旅游消费场景有效拓展

基于社保卡文化和旅游“一卡通”新基建，江苏推出政府

授权、市场化运营的“水韵江苏”数字旅游卡，实现省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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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旅游“同城待遇”。一卡打包全省景区和文化和旅游消费场

景的“水韵江苏”数字旅游卡，在为游客节省出游成本的同时，

有效拓展创新了文化和旅游消费场景。数字旅游卡发行超过 16

万张，累计使用数字旅游卡入园 58 万人次，带动省内跨市客

流 19.16 万人次，直接拉动文化和旅游消费约 1.7 亿元。

（五）文化和旅游品牌影响有效扩大

推进“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标识全面运用到重要景区、

文化场馆、旅游交通、购物点等场所。通过微信、抖音、小红

书等开展线上宣传超 1500 小时，累计线上流量 3800 万人次；

新增中国移动、中国邮政、苏果超市等线下服务网点超 5000

个，线下品牌传播覆盖超 400 万人次。

三、在文化和旅游行业推广“一卡通”的建议

（一）全力推动“一卡通”基础设施新基建

“一卡通”涉及数据跨部门、跨省域对接，影响范围广、

协调跨度大、持续时间长。在推广建设的过程中，一是要做好

顶层设计。通过调研摸清文博场馆、旅游景区通道现状，明晰

改建、新建闸机和票务系统的工作量，明确时间表、任务书、

路线图，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流程确定技术团队。二是做好进度

管理。用好工作专班，按照统一部署要求，分解目标、落实责

任，紧扣时间节点，督促所在地文博场馆、旅游景区配合技术

团队按时完成“一卡通”通道改造提升和新建。三是做好考核

评估。按照标准规范，严格检查验收。

（二）持续探索“一卡通”数据新应用

“一卡通”工程，“通”是基础、“用”是关键。充分发

挥文化和旅游、人社部门数据资源优势，推动信息数据归集共

享，在“一卡通”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上持续用力，更好发挥大

数据的“耳聪目明”作用。加强“一卡通”数据共享，进一步

提高智慧文化和旅游平台数据科学性、规范性和准确性。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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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卡通”数据应用，优化提升文化和旅游场所产品供给与消

费体验。

（三）不断拓展“一卡通”文化和旅游新场景

一是延展社保卡文化和旅游服务范围。景区场馆要依托社

保卡的功能，策划开发“文化和旅游+康养”“文化和旅游+交

通”“文化和旅游+金融”等深度应用产品。二是激发新型文

化和旅游消费潜力。景区场馆要基于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特征

库，提升文化和旅游产品“信息找人”的及时性和精准性，促

进网络消费、定制消费、智能消费。三是打造跨区域文化和旅

游惠民项目。以社保卡文化和旅游“一卡通”标准通、服务通

为契机，支持和推动数字文化和旅游产品跨平台互通，推进亲

子游、研学游、乡村游跨地区聚合，推出更多“跨市通”“区

域通”“跨省通”惠民产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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