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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巩志宏）
因血液疾病导致左腿严重病变，河
北邢台市民李秀格老人半年内已经
三赴北京协和医院治疗。每次就医
之前，她的女儿都会花近半小时进
行异地就医网上备案。让她们高兴
的是，从 2 月 10 日起，去北京看病
不用再备案了。
　　 2 月 10 日起，河北省实施医
保新规，取消参保人员到京津跨省
异地就医备案手续。这意味着，河
北参保人员在京津相关定点医疗机
构看病就医，可持医保电子凭证或
社会保障卡免备案直接结算。过
去，如果河北参保人员到异地就医
不备案，要全额垫付医疗费用，不备
案 产 生 的 医 疗 费 用 原 则 上 不 能
报销。
　　记者了解到，我国实施异地就
医备案制度初期，参保人员不仅需
提供医院转诊手续以及个人暂住证
和工作证等材料，而且必须到医保
经 办 机 构 现 场 办 理 备 案 手 续 。
2019 年，河北探索实施“零跑腿、不
见面”的异地就医网上备案，取消一
切不必要证明材料，参保人员仅凭
社保卡、身份证即可在网上自主备
案，极大方便了群众就医。2021
年，河北提出取消省内异地就医备
案。而今年取消京津就医备案手
续，河北参保人员京津冀就医“无异
地”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实施“免备案”后，河北参保人员
可在开通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
京津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看病治疗并
直接结算。记者从河北省医保局了
解到，截至今年 1 月底，北京、天津分
别有 760 家、436 家医疗机构开通跨
省异地就医住院直接结算业务，
3228 家北京医疗机构和 1143 家天
津医疗机构的普通门诊可直接结算。
　　李秀格老人 2 月底要去北京进
行第四次治疗，让她期待的是，到时
不仅报销费用有望提高，而且，由于
河北将对异地就医人员执行就医地
医保目录，老人治病过程中可供选
择的药品种类、医疗项目也更多了。
　　“过去，河北对转诊转院等临时
外出人员异地就医，一般降低 10%

报销比例。”河北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处长郑东花
说，2 月 10 日起，河北调整医保报销政策，参保人员在
京津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就医，将可享受河北同级别医疗
机构报销待遇。
　　此前，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
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 5 个门诊慢特病从
2022 年开始试点实施免备案直接结算。长住天津的河
北省临城县石城乡村民米爱华已切实享受到便利。米爱
华是一名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每周需要做一次透析，

“1 月 19 日在天津市人民医院做透析花了 460 元，直接
报销了 318.78 元。这样直接报销实在太方便了。”
　　记者了解到，为确保“免备案”落地实施，河北各市医
保部门已发布相关落地实施文件，明确待遇调整政策，并
将信息系统中关于放开备案限制和调整待遇政策等功能
调试到位。
　　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三地逐步扩大
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互认范围，京津冀医疗资源共享
不断推进。2022 年 7 月发布的《京津冀医保协同发展
2022 年工作要点》提出，推动三地扩大异地就医定点医
疗机构互认范围，探索取消京津冀区域内异地就医门诊
备案手续，推进部分医保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和同事
同标，优化管理服务。
　　“河北实施京津就医免备案制度，将可以更好服务北京
非首都功能疏解，为京津冀三地群众异地工作、养老和就医
提供更大便利。”河北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新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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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2 月 12 日电（记者罗鑫）北京大运河博
物馆年底开放、三山五园文保示范区今年建成……北京
市文物局发布的年度文博领域重点任务显示，北京大力
推进“博物馆之城”建设，今年年内一批博物馆、文化公园
将“上新”。
　　记者 12 日从北京市文物局获悉，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首都博物馆东馆）今年将完成所有建设工程，并于年底开
放。按照《北京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路
县故城遗址保护展示工程今年将完成二次结构施工、机电
安装和室内外装修。目前，该工程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
　　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也将在今年完成
创建，将通过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一期工程、三山五园艺术
中心建设等示范项目，打造北京历史文化名城重要承载
区和国家历史文化传承典范区。在“进京赶考之路（北京
段）”沿线，清华园车站旧址、颐和园益寿堂的文物修缮、
环境整治、展陈布设即将完工，预计今年 5 月前开放。
　　北京还将推动实施大葆台西汉墓遗址保护及博物馆
改建工程，加快西山永定河博物馆建设方案设计；持续推
进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启动北京（国际）考古
工作站建设前期工作，建立琉璃河遗址地理信息系统和
考古信息数据库。
　　与此同时，数字化将持续助力各大博物馆、文化公园
建设。北京市文物局将组织开展北京市重点革命文物数
字化保护提升工程（二期），启动长城数字化展示建设。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名杰介绍，古都北京今年将迎来
建都 870 周年。截至 2022 年底，北京地区备案博物馆已
达 215 座，全年共举办展览和活动近 500 项。今年以大运
河、长城、西山永定河三条文化带建设为统领，在北京这座
底蕴深厚的“活态博物馆”里，珍贵的“馆藏”将持续更新。

北京：年内一批博物馆

文 化 公 园“ 上 新 ”

　　新华社厦门 2 月 12 日电（记者颜之宏）
“老板娘，一碗扁肉一碗拌面，我坐外面吃了
啊！”“好嘞，五分钟就好！”每当夜幕降临，在
厦门兴隆路的沙县小吃店前，店主张大姐都
会将桌椅搬到店外的人行道上，等候食客光
顾。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占道经营”不仅不
会招来处罚，反而还得到了市容管理部门的
支持，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 2022 年 10 月从老家沙县来的厦
门，盘下了这家沙县小吃店，当时就发现店门
口有黄色的虚线。”张大姐所指的虚线，是以
小店门面为基准向外延伸到人行道上，划定
了一部分区域，可以摆下 4 张餐桌。记者看
到，地面上还漆有早餐、中餐和晚餐的经营时
间。“我们在这三个时间段把餐桌摆出来，城
管不会来处罚。”张大姐说。
　　除了张大姐的沙县小吃店，兴隆路上部
分餐饮店门口也漆画了黄色虚线。记者在晚
餐时段看到，这些店家逐一将餐桌外摆在街
面上，食客可以自主选择坐在室内还是室外。

　　“在外面吃空气好，大家吃饭彼此之间
打扰也少。”“我们在外面吃饭，也不影响行

人走路，我觉得挺好！”一些食客表达了对
“适当跨店经营”的看法。

　　厦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城管协调
处处长徐文德介绍，厦门在 2022 年 8 月
发布了《厦门市沿街店面适当跨店经营管
理实施导则》，对处在背街小巷、次干道和
交通流量适宜地区的餐饮、服装、鲜花水
果、生鲜食品等店面开放“适当跨店经营”
申请，并由属地职能部门上门划定“经营外
摆”的时间和区域范围。
　　记者采访发现，“适当跨店经营”让违
法占道经营问题得到了改善。“过去没画
线，大家都把摊位摆到路面上，马路堵得
水泄不通，实在是太乱了。”在碧山路一处
农产品交易点，猪肉摊主洪大哥告诉记
者，实行“适当跨店经营”后，摊位更规整，
路面宽了，光顾的人也多了，大家能挣更
多钱了。
　　“要让守法经营者感受到城市管理的
温度。”徐文德说，下一步，城管部门将继续
就“适当跨店经营”进行更深入探索，完善
长效监督机制。

厦门：“适当跨店经营”让城市更显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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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后帮我们招聘的第一批员工已经
到岗培训了，最近还需要再招 150 人。”
　　“收到！我们将全力配合。还有哪些需
求，请尽管提。”
　　……
　　陕西省旬阳市智能科创产业园内，48 岁
的企业家顾芝红不时掏出手机。项目联络群
中，政府工作专班干部和公司员工的对话信
息频频刷屏。她身后的车间里，织袜设备咔
嚓作响，一双双袜子陆续下线。
　　从去年底项目签约到如今开始试生产，
满打满算也才 40 天。“市里成立了工作专
班，帮助企业改造厂房、代办证照、招聘员工。
我们有需要就在群里说，干部们随时在线。”
从浙江诸暨来到旬阳投资的顾芝红颇为感
慨，“一座小城市，能有这样的高效率，有点出
乎意料！”
　　效率提升背后，涌动着开新局的十足干
劲。坐落在秦巴山区汉江之滨的旬阳山水环
绕、生态优美。记者近日来到这里，感受到的

是一幅时不我待、快马加鞭的奋斗图景：社
区工厂里生产繁忙，设施大棚内工人穿梭，
企业家抓紧外出跑订单。
　　“客户签订了 1000 吨产品的意向协
议，价值 4000 万元。”刚刚送走一批前来考
察的客户，陕西中科纳米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成宪喜上眉梢。这家高新技术企
业最近新上了一条生产线，准备生产新产品
纳米氧化锌脱硫剂。“今年企业还有两个新
产品项目开工，目标产值比去年增长 50%。
产业链延长了，我们离市场更近了。”
　　企业忙着转型升级，干部们也在加速

“起跑”。元宵节前后，旬阳一连召开多场
“归雁能人”恳谈会，邀请返乡的旬阳人为
家乡发展建言献策，现场签订了多个投资
协议。干部们纷纷下沉发展一线，帮助企
业尽早复工复产。
　　“订单已经排到了 4 月下旬，没想到
市场恢复这么快。”在旬阳最大的社区工厂
陕西康之宁玩具礼品有限公司，企业负责

人谢发明说，完成订单需要新招聘 200 多
名员工，为此，当地人社部门连续举办了
12 场专场招聘会，员工多半已经到位，“现
在就是甩开膀子干了！”
　　轰鸣的流水线前，44 岁的新员工朱小
珍正跟着师傅学习绣花，动作生疏却一板
一眼，忙得头也不抬。“春节后看到这里招
人我就来了。早上送完孩子来上班，活儿
不重，也有师傅带，我肯定能做好！”
　　“从开年情况看，订单旺、人忙碌，节奏
快、干劲足，经济回暖的势头明显。”旬阳市
市长罗本军说，依托富硒食品、生物医药、
新型材料、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旬阳县域
经济蓬勃兴起，越来越快的发展节奏，也悄
然改变着城市气质。作为传统劳务输出
地，今年春节后，仅旬阳 120 家社区工厂
就新吸引了上千人回乡就业，全市劳动年
龄人口在市域内就业的已超过 8 万人。
      （记者陈晨、李亚楠、邵瑞）
       新华社西安 2 月 11 日电

在陕西大山深处感受基层发展干劲
　　岩缝、焦土、被砍断的
枯竹丛中，钻出了新生的
竹枝。
　　这是去年夏天重庆山
火过后，今春缙云山上长
出的第一茬新竹。
　　 2 月 10 日，记者随曾
参与山火救援的志愿者来
到缙云山。穿过六七步
宽、山火救援时抢挖的防
火隔离带，沿着石阶小路
上山，山火肆虐的痕迹仍
清晰可见。
　　起初，只见一两棵下部
被燎黑的树，还有几根干枯
发白的断竹，再往高处走，
满眼是更多焦黑的树桩，以
及大片被锯断的竹子，令人
震撼、也令人心疼。
　　 2022 年 8 月 21 日
晚，重庆市北碚区歇马街
道虎头村凹儿坪发生山林
火情，山火连续烧了 5 个晚上。森林消防
员、武警等专业救援力量以及党员干部、市
民自发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同心协力，遏制
住蔓延的火势，保住了缙云山的大片森林。
　　冬去春来，这片森林的创伤仍未完全
愈合。但新生的植物已破土而出。
　　“大自然自我修复的能力远比我们想象
的强大。”随记者一同上山的志愿者孙智说，
2022 年 10 月初他第一次回到山火后的缙
云山，地上就冒出很多新芽。2023 年春天，
山上的竹子长得很快，又生出不少新枝条。
　　在上山路上，记者看到，一株株新竹从
烧焦的竹根缝中长出，有的已有一人多高，
枝头低垂，挂上了细竹叶。地上遍布蕨类
植物，蕴藏着生机。溪谷对面，曾被隔离在
山火外的一棵大树郁郁葱葱。
　　这次上山，孙智和十几名志愿者带着锄
头、十字镐等工具，修理山火中受损的登山步
道。山火被扑灭以来，不时有志愿者上山捡
拾垃圾、整修步道，还有不少重庆市民申请上
山植树、帮忙清运枯枝。重庆市林业局等部
门一直在着手开展灾后的林区生态修复，通
过自然修复和适度人工干预恢复山林。
　　下山路上，记者遇到了正在缙云山脚
自家柑橘林中除草的农民李俊成。山火隔
离带和几十年前栽种的防火树种，保住了
这片柑橘林。李俊成说，火烧得最凶的那
几天，全村人几乎都上山砍隔离带；明火被
扑灭后，他的儿子和两个孙子又连续半个
月整晚上山巡护，防止山火复燃。现在，村
民们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扎根在缙云山的
竹林开始恢复了。
　　 69 岁的李俊成说，他从小看着这片
山、这些树长大，看着翠竹成林。村里正计
划给各家发树苗，组织村民上山种树，争取
尽快恢复缙云山的原有生态。“只要大家一
起努力，缙云山的风景就会越来越美。” 
 （记者周文冲）新华社重庆 2 月 1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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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凉山慢火车“换装”升级迎接开学季

   2 月 9
日 ，学 生 在
5633 次列车
上写作业。近
日，四川省凉
山彝族自治州
的中小学陆续
迎来开学。为
进一步优化提
升公益性慢火
车服务质量，
中国铁路成都
局集团公司对
常年穿行在大
凉山崇山峻岭
中 的 5 6 3 3 /
5634 次列车
进 行 升 级 改
造，打造通勤
助 学 主 题 车
厢，满足沿途
村镇学生的出
行需求。

新华社记者
薛晨摄

　　据新华社重庆电（记者黄伟、周思宇）新
春伊始，在地处秦巴山区腹地的重庆市巫溪
县古路镇观峰村，红灯笼高挂在村道旁的路
灯上，宽敞干净的柏油马路通达到户，人们三
三两两坐在院坝里沐浴着新春暖阳。
　　往年的观峰村，在春节期间是另一番模
样：村里几乎天天有“整酒”（办宴席）的，高峰
时一天可达 10 多家。“整酒”场次多了，“份
子钱”也水涨船高，村民们的人情开支节节攀
升。村民告诉记者，村里一户普通收入人家
每年出的“份子钱”少则万余元，多则四五万
元，有的家庭甚至不得不把除必要开支外的
剩余收入全都出了“份子钱”。
　　“哎呀，那时候‘整酒风’简直要把人整
疯。”巫溪县古路镇观峰村村民卢福兴提起过

去直摇头。他曾记了本“人情账”，在“整酒”
最厉害的一年，他参加了 200 多场酒席，其
中超过 8 成都是莫名其妙的“无事酒”。“保
胎酒”“转运酒”“洗心革面酒”……酒席名目
千奇百怪、花样繁多。“名目再‘怪’，也得硬
起头皮去吃。那时候风气就那样，好像你不
去，面子上就过不去。”卢福兴说，有时候手
头紧拿不出“份子钱”，借钱也得去吃酒。
　　那不“整酒”行吗？卢福兴说过去真不
行。村里流传着这样的俗语：“一年不整
酒，亏了两头牛；两年不整酒，活路（工作）
全白做；三年不整酒，日子没法过。”由于酒
席太多，一个家庭如果 3 年内不办酒席就
要亏本，而办一次 50 桌的酒席，反而能

“赚”三四万元，所以本来不愿“整酒”的村

民也被迫想方设法“整酒”。
　　变化发生在 2014 年。为刹住“无事
酒”歪风、倡导文明节俭新风尚，巫溪县颁布

《严禁党员干部职工大操大办借机敛财办
法》等规章制度，明确规定除婚丧嫁娶外，党
员干部严禁借由其他事项操办、参加宴席。
　　管住党员干部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
是要引导群众自觉转变观念，彻底杜绝“整
无事酒”这一陋习。当地党委政府从村规
民约入手，全力组织各村了解各村各家的
真实想法，修订完善更合乎社情民意的“禁
酒令”，推动“婚丧酒席俭办，无事酒席不
办”的观念真正得到群众的认可与支持。
　　“我们从开业以来就立下了一个规定：
自己不举办、不承接也不参加‘无事酒’。

虽然少挣了些钱，但是负担也轻了。”观峰
村一酒庄老板谭传林说他坚决支持整治

“无事酒”，他还联合村里的几个农庄老板
和镇上签订了《不承接违规酒席承诺书》，
一起抵制“无事酒”。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
干部。”通过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观
峰村整治“无事酒”取得了明显成效，畸形
人情往来逐渐得到纠治。
　　据巫溪县委宣传部相关工作负责人介
绍，目前广大党员、志愿者、乡宴“总管”正
依托乡村文明积分、志愿服务项目、“总管
讲堂”等举措，持续推动农村地区开展杜绝

“无事酒”、节俭办酒席活动，厉行节约、崇
尚文明正逐步成为当地百姓的行动自觉。

重庆巫溪：整治“无事酒”，兴起节俭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