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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认真搞好我市公共租赁住房
保障工作，切实解决我市低收入和中
等偏下收入、新就业无房职工及外来
务工人员的家庭住房困难问题，根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共租赁住房管
理办法》（住建部令第 11 号）、山西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保
障性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等六个办法的
通知》（晋政办发［2012］70 号）、运城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运城市
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实施细则等六个
实施细则的通知》（运政办发［2014］3
号）及《关于公布 2020 年运城市中心
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条件的通知》

（运保办字［2020］6 号）等文件精神，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运城市中心城区
公共租赁住房申报有关事宜通知如
下：

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1. 具有运城市中心城区（包括东

城、南城、西城、北城、中城、安邑、姚
孟、大渠等八个街道办事处）城镇户口

（非农业户口）；
2.全年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

上年度盐湖区人均可支配收入 80%；
3.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20

平方米（含 20平方米）；

4.户口本上的家庭成员之间有法定
的赡养、扶养或抚养关系的为共同申请
人。

二、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1.具有运城市中心城区（包括东城、

南城、西城、北城、中城、安邑、姚孟、大渠
等八个街道办事处）城镇户口（非农业户
口）；

2.全年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上
年度盐湖区人均可支配收入；

3. 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20
平方米（含 20平方米）；

4.户口本上的家庭成员之间有法定
的赡养、扶养或抚养关系的为共同申请
人。

三、新就业无房职工
1.具有运城市中心城区（包括东城、

南城、西城、北城、中城、安邑、姚孟、大渠
等八个街道办事处）城镇户口（非农业户
口）的学校毕业或部队复退不满 5 年（含
5年）且无自主产权住房的；

2.全年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上
年度盐湖区人均可支配收入；

3.本人及家庭成员在运城市中心城
区均无自主房产；

4.户口本上的家庭成员之间有法定
的赡养、扶养或抚养关系的为共同申请

人。
四、外来务工人员
1.具有运城市中心城区（包括东城、

南城、西城、北城、中城、安邑、姚孟、大渠
等八个街道办事处）居（暂）住证；

2.申请人在运城市中心城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进行劳动用工备案 1
年以上并缴纳社会保险；

3.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在运城市中心
城区均无自主房产；

4.户口本上的家庭成员之间有法定
的赡养、抚养或扶养关系的为共同申请
人。

五、其他事项
1.申请审核工作由住建、民政、公安

等相关部门和街道、社区负责，实行常态

化受理。
2.低收入及中等偏下收入的住房

困难家庭财产收入由运城市盐湖区民
政部门认定。

3.符合低收入困难家庭准入条件
的，优先保障低保对象、分散供养的特
困人员及民政部门认定的低收入家
庭。

4.经济适用住房保障轮候对象可
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5. 准入条件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每年进行动态调整。

运城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稳
定房地产市场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年3月28日

关于2024年运城市中心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条件的公告 夏县东访幼儿园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40828MA7XC7H45K），拟 向 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资登记，注册资
本 由 原 来 的 127 万 元 人 民 币 减 至
30 万元人民币，请债权债务人于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请求。

联系人：王慧琴
电话：13994975643
特此公告
夏县东访幼儿园有限公司

2024年3月28日

减 资 公 告

●不慎将临猗县金腰带果品种
植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140821MA0JUQUD6L）公 章 丢
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李崇然《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K140439635，母亲：杨慧
霞，出生医院：闻喜县人民医院）丢
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卫萌卓《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J140414665，母亲：秦晓
丽，出生医院：夏县人民医院）丢失，
声明作废。

●不慎将张家铭《出生医学证
明》（编 号 ：R140148325，母 亲 ：张
琴，出生医院：芮城县中医医院）丢
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毕宝库坐落于山西省
河津市铝基地毓秀区 31 栋 3 门 3 号
的房产证（证号：01363）丢失，声明
作废。

●不慎将运城经济开发区王师
煮馍炸酱面馆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140891600026671）丢失，声明作
废。

●不慎将绛县横水镇梁鑫汽车
修理部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140826MA0MAQKH94）
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垣曲县司法局公职律
师 郝 晶 律 师 工 作 证（工 作 证 号 ：
11408201861065817）丢 失 ，声 明 作
废。

●不慎将樊超强残疾证（证号：
14270219890621061134）丢失，声明
作废。

根据运城市盐湖区统计局 2023 年度运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
况，2024 年度中心城区住房困难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认定标准为：

1.低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调整为 33509 元。
2.中等偏下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调整为 41886 元。

运城市中心城区2024年度住房困难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认定标准

附件

遗 失 声 明

近期，我国大部分地区城乡居民
医保集中缴费陆续结束。国家医保局
25 日针对医保缴费相关热点进行回
应。

从 2003 年“新农合”建立时 10 元/
人的缴费标准，到目前 380 元/人的居
民医保缴费标准，增长的 370 元医保
缴费是否合理？为人民群众带来了什
么？

纳入新药 医疗保障持
续“扩围”

针 对 从 10 元 到 380 元 的 缴 费 增
长，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表示，医
保筹资标准上涨的背后，是医保服务
水平更大幅度的提高。

2003 年“ 新 农 合 ”建 立 初 期 仅
300 余种药品能报销，如今 3088 种药
品进医保；不少肿瘤、罕见病实现医
保用药“零突破”，分别达到 74 种、80
余种……近年来，更多患者能够买得
到药、吃得起药。

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患者就
是受益群体之一，他们也被称为“淀粉
人”，虽然用于治疗的药物氯苯唑酸
2020 年在国内上市，每盒价格却达到
6万元，让不少患者望而却步。

“2021 年 氯 苯 唑 酸 谈 判 成 功 ，现
在患者用药月花费不到 3000 元。”北
京协和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田庄介
绍，这两年许多新药、好药进医保的速
度加快，在国内上市后不久就可以按
规定纳入医保目录，给患者带来福音。

2024 年初，最新版医保药品目录
落地，包括肿瘤用药、慢性病用药、罕
见病用药等 126种新药进入医保。

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介绍，
目前，我国医保药品目录内包含的药
品 已 覆 盖 公 立 医 疗 机 构 用 药 金 额
90％以上的品种。仅 2023 年协议期
内谈判药叠加降价和医保报销，已为
患者减负超 2000 亿元。

随着医疗保障持续“扩围”，现代
医学检查诊疗技术也更加可及，无痛
手术、微创手术等诊疗技术日益普及，
并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介绍，

正是由于不断完善的医保制度，全国
居民就医需求快速释放，健康水平显
著提升。

据统计，2003 年至 2022 年，我国
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数从 20.96
亿人次增长至 84.2 亿人次；与此同时，
个人卫生支出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
重 却 从 2003 年 的 55.8％ 下 降 至 2022
年的 27.0％。

这位负责人表示，随着我国人口
老龄化程度加深、群众医疗需求提升、
医疗消费水平提高，需要加强医保基
金筹集，为群众提供稳定可持续的保
障。

减轻自付 医保报销比
例“水涨船高”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的
《2022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2022 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门
诊总诊疗 84.2 亿人次，平均每人到医
疗卫生机构就诊 6 次，全国医疗卫生
机构入院 2.47 亿人次，次均住院费用
10860.6元。

居民生病、生大病的概率不可避
免，疾病仍给不少患者带来一定的经
济负担。

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介绍，
2003 年“新农合”制度建立之初，政策
范 围 内 住 院 费 用 报 销 比 例 普 遍 为
30％至 40％，群众自付比例较高，就
医负担重。

目前，居民医保的政策范围内住
院费用报销比例为 70％左右。2022
年三级、二级、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住
院费用医保报销比例分别为 63.7％、
71.9％、80.1％。

近年来，不断完善门诊保障措施、
增强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功能、合
理提高居民医保生育医疗费用待遇等
举措落地，进一步减轻群众自付负担。

如高血压、糖尿病“两病”门诊用
药保障机制从无到有，持续优化，已为
约 1.8 亿城乡居民“两病”患者减轻用
药负担 799亿元。

为了支撑医保服务能力提升，国
家在对居民个人每年参保缴费标准进
行调整的同时，财政对居民参保的补
助同步上调。

2003 年至 2023 年，国家财政对居
民参保的补助从不低于 10 元/人增长
到不低于 640 元/人，对于低保户等困
难人员，财政会给予全额或部分补助。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3 年我
国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总额 3497
亿元，财政为居民缴费补助 6977.59 亿
元。居民医保基金全年支出 10423 亿
元，远高于居民个人缴费总金额。

作为居民医保的重要补充，财政
补助和个人缴费共同搭建了城乡居民
基本医保基金池，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医保小事“不小”服务
迭代升级

全国近 10 万家定点医疗机构享
受跨省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服务、医保
电子凭证用户超 10 亿人、各地结合实
际推出 132 项医保领域便民措施……
近年来，医保小事却“不小”，一系列医
保便民、利民服务不断迭代升级。

以跨省异地就医为例，2003 年，
参加“新农合”的群众只有在本县（区）
医院就诊才能方便报销，去异地就医
报销比例小，而且不能直接结算。

如今，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在
全国范围内推广，全国近 10 万家定点
医疗机构开展了跨省住院费用直接结
算服务。

数据显示，2023 年跨省异地就医
联网医药机构达到 55 万家、惠及群众
就医 1.3 亿人次、减少群众垫付 1536.7
亿元。

“从医保保障范围扩大、医保待遇
提高、医保服务优化等方面来看，城乡
居民医保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中国
社科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
说。

国家医保局表示，参加医保“患病
时有保障，无病时利他人”，应该是每
个群众面对疾病风险不确定性时的理
性选择。

今 年 全 国 医 疗 保 障 工 作 会 议 提
出，要研究健全参保长效激励约束机
制，用制度保证连续缴费的群众受益，
保障全民参保。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从 10元到 380元，增长的医保缴费为群众带来了什么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徐鹏航

国家医保局 25 日表示，我国基本
医保参保覆盖面稳定在 95％以上，参
保质量持续提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
高 30元。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 2003 年
到 2023 年，居民医保人均筹资标准从
10 元/人增长到 380 元/人；相对应的，
国家财政对居民参保补助进行更大幅
度的上调，从不低于 10元/人增长到不
低于 640元/人。对于低保户等困难人
员，财政还会给予全额或部分补助。

也就是说，如果一名普通居民在
2003 年至 2023 年连续参保，其医保总
保费至少为 8660 元。其中财政补助
至少为 6020 元，占保费总额约 70％；
居民个人缴费为 2640 元，占保费总额
约 30％。

由财政“拿大头”和居民“拿小头”
的医保缴费，一砖一瓦搭建起城乡居

民基本医保的“保障城墙”，带来的是
广大群众医疗保障水平的持续提升。

——纳新药、降药价，“一增一降”
是为老百姓的医药账单着想。

国家医保目录累计新增 744 个药
品，80％以上的创新药能在上市后 2
年内进入医保，新增药品中肿瘤用药
100 个，而在 2017 年以前，国家医保目
录内没有肿瘤靶向用药。

9 批国家组织集采 374 种药品平
均降价超 50％，集采心脏支架、人工
关节等 8 种高值医用耗材平均降价超
80％，连同地方联盟采购，累计减轻群
众看病就医负担约 5000 亿元。

——减负担、加监管，“一减一加”
为的是更好护佑百姓生命健康。

2003 年“新农合”制度建立之初，
政 策 范 围 内 住 院 费 用 报 销 比 例 为
30％至 40％，目前居民医保的政策范
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为 70％左右，

群众的自付比例明显降低，就医负担
减轻。

打 好 医 保 基 金 监 管“ 组 合 拳 ”，
2018 年以来累计追回医保基金超 800
亿元，2023 年检查核查 75 万家医药机
构，处理 36.3万家。

——拓保障、通堵点，“一扩一通”
力争提高医疗保障的“含金量”。

高血压、糖尿病“两病”门诊用药
保障机制从无到有再到优，长期护理
保险为失能参保群众保障权益，跨省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持续扩围……更多
医 保 福 利 让 群 众 为 买 药 看 病“ 少 操
心”。

办理材料时限压缩为 15 个工作
日；打造医保电子凭证应用……一系
列便民措施全面落地，进一步打通医
保服务中的堵点。

梳理近年来医保改革，可以发现
每一次的医保缴费增补，一分一厘都

花在看病就医的刀刃上，为的是让老
百姓买药就医能够更有底气、更舒心。

2023 年，全国城乡居民医保个人
缴费总额 3497 亿元，财政全年为居民
缴费补助 6977.59 亿元，而居民医保基
金全年支出为 10423 亿元。居民医保
基金全年支出总额，是居民个人缴费
总金额的 2.98倍。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
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渠道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以患者为中心改
善医疗服务、加强老年用品和服务供
给、多渠道增加托育服务供给……一
个个接地气的目标看得见、摸得着，温
暖你我。

民生连着民心，把“民生小事”真
正落到群众心坎上，努力为老百姓过
上更好的日子“添砖加瓦”。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人均增补30元！医保“含金量”这样提高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沐铁城

大幅提高（漫画） 新华社发 曹 一 作

新华社北京 3 月 27 日电（记 者
黄 玥）全国妇联、最高人民法院等
10 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巾
帼暖人心”深化维护妇女权益专项活
动的通知，要求聚焦重点难点，把维
权服务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据悉，活动加强对困难妇女群体
关爱帮扶，重点关注低收入妇女、老
龄妇女、残疾妇女等困难妇女，针对
性开展维权关爱服务，守住妇女权益
保障底线。加强婚姻家庭矛盾纠纷预
防化解，重点关注两地分居、婚姻关
系变化、扶养关系变动、发生遗产继
承等家庭，及时掌握动向，跟进化解
纠纷，防止矛盾激化或引发“民转
刑”“刑转命”等案事件。加强反家
庭暴力工作，聚焦家庭暴力预防和处

置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进一步加强多
部门联动，促进全链条防治家庭暴
力。

同时，加强妇女平等就业权益保
障，重点关注就业性别歧视问题，建
立健全约谈机制，加大执法力度，依
法查处违法行为，为妇女公平就业创
造环境。加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
障，重点关注离婚、丧偶等群体和户
无男性等家庭，依法解决农村妇女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土地承包经营
权等“两头空”问题。

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加强
联动协作，提升工作质效，推动将妇
女权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纠纷
和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促进妇
女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10部门联合开展“巾帼暖人心”
深化维护妇女权益专项活动

新华社北京 3 月 27 日电（记 者
黄 垚）这两天，影响我国的天气较为
复杂。北方多地出现大风降温和沙尘
天气，而江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雨水再
度增强。中央气象台 27 日发布暴雨、
沙尘暴、大风和强对流天气预警。

气象专家表示，春季是沙尘最频
发的季节。今年以来，我国已出现 2
次大范围沙尘天气过程，较近十年平
均（4 次）偏少。北方沙源地前期温高
雨少以及蒙古气旋东移是本轮沙尘形
成的主要原因。

此次沙尘过程的主要影响时段为
27 日至 28 日，包括内蒙古、甘肃、宁
夏、陕西、山西、京津冀在内的北方十
余省份将先后出现扬沙或浮尘天气，
内蒙古中西部局地有沙尘暴或强沙尘
暴。

专家建议公众做好防风防沙准

备，及时关闭门窗，并妥善安置易受风
沙影响的室外物品；此外，华北北部、
内蒙古中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大风降温
天气，建议公众做好防寒保暖措施。

南方降水方面，预计 27 日 14 时至
28 日 14 时，贵州东部、广西北部、湖南
中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
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
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部等地部分
地区有大暴雨。

湖南中北部和西部、江西中北部、
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 8 级至 10
级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安徽南部、湖
北东南部、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短
时强降水。预计强对流主要影响时段
为 27日午后至夜间。

专家提醒，公众需加强防范局地
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对交通
出行的不利影响。

沙尘侵袭北方十余省份
南方多地有强降雨

3 月 27 日拍摄的浙江省杭州市富
阳银湖街道的万亩茶园 （无人机照
片）。

目前，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的
万亩春茶进入大规模采摘和销售期。
近年来，当地政府通过党建联建助力

茶产业升级发展，开展共富工坊直
播、举办龙井茶炒制比赛等，推进茶
旅融合乡村旅游，不断提升当地春茶
的品牌附加值，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
富裕。

新华社记者 徐 昱 摄

杭州富阳：万亩茶园迎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