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糖尿病高血压门诊报销比例“加码”
■新华社北京 10月 8日电

提高至50%以上 患病群众获“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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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 3
亿多高血压、 糖尿病患者日前迎
来“利好”：其在国家基本医保用
药目录范围内的门诊用药， 报销
比例将提高至 50%以上。

此前， 我国多地已通过门诊
大病或慢病保障机制， 减轻了一
些病情严重、 符合一定指征的高
血压、糖尿病患者的疾病负担。 但

各地门诊慢病保障的“门槛”普遍
较高，力度也不相同。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发

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医疗保障研
究室主任顾雪非说， 我国基本医
保分为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

保。 这一医保新举措让受益人群
“升级”， 涵盖了城乡居民医保的
普通高血压、 糖尿病患者； 将两
大慢病门诊的报销比例 “加码”，
进一步减轻数亿患者的医疗负

担。

安徽一位参加城乡居民医保

的普通高血压患者， 一年的门诊
药费约有 3000 元。 以前，这些药
费最多只能报销几百元， 如今报
销比例提高到 50%， 可以省下不
少支出。

在“政府要过紧日子”的大背
景下， 为何还要担起两大慢病的
新“账本”？

顾雪非表示， 除了为患病群
众“减负”，这一医保新举措与防
控慢病、老年健康促进、加强分级

诊疗等措施相配套，意在长远。
超过 1.8 亿老年人患有慢性

病， 患有一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比
例高达 75%……高血压、 糖尿病
等慢性病是我国居民主要死亡原

因，总体疾病负担高，严重影响老
年人健康和生存状况。

在 “治 ”的一端 ：我国在推动
分级诊疗的同时，全科医生、家庭
医生等就近提供便捷、 连续的医
疗服务，当好“健康守门人”。 医保
则发挥“指挥棒”作用，通过提高

基层就诊报销比例， 引导人们就
医行为发生改变。

在 “防 ”的这一端 ：健康中国
行动将开展四类重大慢性病防治

行动和老年健康促进行动， 强调
预防为主， 将疾病治疗转化为健
康管理。

医改推动、 医保主导———专

家指出，我国正以基层为重点，促
“防”“治”两端相融合，将预防关
口前移，让亿万老人少跑腿、少支
出，更要少生病。

在宽度超过 1500 米的长江
武汉段江面 ， 一座 “身披 ” 金
秋黄的大型悬索桥一跨过江 ，
犹如金色巨龙卧伏江面 。 这座
武汉杨泗港长江大桥 8 日通车，
标志着长江上首座双层公路大

桥正式投入使用。
杨泗港长江大桥是武汉市

第 10 座长江大桥。 大桥全长 4.
13 公里， 主跨 1700 米， 一跨过
长江 。 这座大桥由武汉城投集
团公司建设、 中铁大桥院设计、
中铁大桥局施工 。 大桥上层为
城市快速路 ， 双向 6 车道 ， 设
计行车时速 80 公里； 下层为城
市主干道 ， 双向 6 车道 ， 设计
行车时速 60 公里。

大桥上层两侧各设一条 2
米宽的人行观光道 ， 共有 8 处
休息观光区 ， 供市民停留欣赏
江景 。 大桥下层设有两条非机
动车道， 每侧 2.5 米宽， 这也是
长江大桥上首次设置非机动车

道。 下层每侧还设有 1.5 米宽的
人行道， 供行人遮阳避雨。

中铁大桥院副总工程师、杨
泗港长江大桥总设计师徐恭义

介绍，这座大桥位处武汉“桥群”
河段， 桥址上下游 8.2 公里范围
内就有武汉长江大桥、鹦鹉洲长
江大桥等 4 座大桥，基于通航等
因素， 以及长江治水工程影响，

大桥最终设计为一跨过江。
中铁大桥局杨泗港长江大

桥项目经理罗瑞华说，除主跨跨
度大，杨泗港长江大桥还具有通
行能力大、基础规模大 、设计荷
载大、设计结构新、建筑材料新、

使用功能新 、 建造技术新等特
点。 其中，桥面钢梁吊装仅用时
36 天就完成大桥合龙。

武汉城投集团副总经理林

驰介绍 ， 杨泗港长江大桥的通
车运营 ， 将有效完善武汉城市

快速路骨架系统 ， 缓解过江交
通压力 ， 促进城市均衡发展 ，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 独特的景
观设计使这座大桥成为武汉城

市新名片。
■新华社武汉 10 月 8 日电

国庆假期，位于辽宁省沈阳
市铁西区的工人村历史建筑群

游客不断。 漫步在一栋栋带有苏
式斜顶的红砖小楼之间，两家住
户共用的厨房、厕所 ，狭小房间
安装的吊铺，墙体内嵌入的老式
橱柜……人们仿佛回到了四五
十年前的城市家庭。

沈阳铁西 “工人村 ”是新中
国最早集中规划的工人住宅区，
在国家一穷二白的起步阶段，这
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居住
条件，承载了老一辈产业工人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而今历经城市
变迁和住户搬迁，这里只留下一
个由 32 栋三层老楼围成的独立
街区。 每逢节日，都会有不少人
前来，在回味过去中追忆青葱。

今年 70 岁的崔孝华在 “工
人村”住了大半辈子 ，尽管前些
年乔迁新居，但她还是时常回来

看看老建筑。 “别看现在条件不
好，那时候‘工人村’可是全国的
高级住宅。 ”老人一脸自豪。

20 世纪 50 年代， 沈阳市投
入 1200 万元， 建设 143 栋建筑
群，沈阳冶炼厂、沈阳电缆厂等
44 家大中型国有企业在此设立
家属宿舍。

“当年，只有劳动模范、先进
生产者才能住进来，”崔孝华说，
楼内通水、通电、通煤气，庭院里
配有秋千、 滑梯、 单杠等设施，
“大合社”（百货店） 里各色食物
一应俱全。 这些，让沈阳 “工人
村”作为改善工人居住条件的样
板而闻名全国。

沈阳市工人新村三社区党

委书记赵咏梅介绍，20 年前，“工
人村”就日渐落伍。 “每户平均 30
平方米的居住面积，对城市居民
来说实在是太小了；共有厨房和

卫生间，也给邻里之间带来了许
多不便。 ”她说，特别是经过半个
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楼梯开始沉
降， 水电管路也故障多发，“‘工
人村’曾一度成为沈阳市居住条
件落后的代表”。

十几年前，沈阳市开始对铁
西区进行大面积改造，“工人村”
的大部分建筑被接连拆迁。 走进
崔孝华 2012 年搬迁的新家 ，两
室一厅的小屋收拾得干净整洁，
厨房和阳台宽敞明亮。 “不像以
前，蜗居在老屋里 ，今天漏水明
天墙掉渣，操不完的心。 ”崔孝华
说。

两年前，沈阳市对最后一批
“工人村”住户启动搬迁。 目前的
32 栋老楼中，已有 9 栋楼的居民
获得货币补偿全部搬出，其余居
民的搬迁也推进得有条不紊。 沈
阳市铁西区文体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与以往不同，搬迁后的“工
人村”老楼将不再拆除 ，而是作
为文物永久保留。

一个老地标消失了，人们期
待着一座新地标诞生。

在“工人村”，一座老楼内几
年前建起的“工人村生活馆”，吸
引了许多人前往参观。 楼下的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也颇受老工人
们的青睐。 白天来这里唱唱歌、
写写书法、搞搞联欢 ，已经成为
附近很多老人的生活方式。

据悉，沈阳相关单位正在制
定规划 ， 对居民搬迁退出后的
“工人村” 历史建筑群实施统一
保护利用。 沈阳建筑大学教授陈
伯超说，老建筑以其自带的文化
记忆， 辅以新开发的特色功能，
有望重现活力，期待“工人村”打
造为一个永不消逝的新地标。

■新华社沈阳 10 月 8 日电

沈阳“工人村”：工业遗存成旅游亮点
一个老地标消失了 一座新地标诞生了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近日表决

通过 《河北省租赁房屋治安管理
条例》，提出将对租赁房屋治安管
理实行信息登记制度， 出租人及
房屋租赁中介机构都不得向无有

效身份证件的人员出租或介绍租

赁房屋。
条例中规定， 出租人或者房

屋租赁中介机构应当向公安机关

或者其委托的机构报送租赁房屋

及其所有居住人的信息， 包括出
租人和承租人的姓名、 有效身份
证件的种类和号码、联系方式，租
赁房屋地址、租赁用途、租期及房
屋合法手续相关信息等。

其中明确提出，出租人及房屋
租赁中介机构都不得向无有效身

份证件的人员出租或介绍租赁房

屋。出租人将房屋出租给无有效身
份证件人员的，由公安机关处二百
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房屋租赁
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向无有效

身份证件人员介绍租赁房屋、未按
规定办理租赁房屋信息登记的，由
公安机关对房屋租赁中介机构处

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据新华社石家庄 10 月 8 日电

向无有效身份
证件人员出租
房屋将被罚

不久前， 停业将近一年的大
连中艺坊服饰设计有限公司重新

营业。 这家因工作人员不熟悉业
务， 造成年度经营报告有误而最
终留下失信记录的小微公司 ，今
年 8 月向辽宁省市场监管局提交
申请，在备齐所有手续后，很快就
被移出了失信“黑名单”。

让这家公司重新振作的是辽

宁省创新出台的企业信用修复机

制。 今年以来， 辽宁省已有 3600
户企业从中受益。

今年以来， 辽宁省市场监管
局创新机制， 对于被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的企业， 市场监管部门简
化审查程序， 在接到申请的 3 天
内，就能将履行了义务、改正了错
误的企业移出名单， 大大提高了
监管效能。 对因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满三年而被列入“黑名单”的企
业，其改正错误、主动承诺且没有
其他违法失信记录， 即可申请移
出“黑名单”，重新正常经营。

■据新华社沈阳 10 月 8 日电

创新信用修复机制
3600户企业受益

长江上首座双层公路大桥通车
-河北-

首次设置非机动车道

-辽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