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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卫曙光不慎遗失沙市区亚华宝塔湾5栋

1601号的预抵押证明书，编号为：沙201205227
号，特此声明。

▲ 李 传 香 （ 身 份 证 号 码 ：
422421195204045523）不慎遗失退休证，声明
作废。

▲荆州市江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财务专用章和法人（张中江）私章各一枚，声明
作废。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1月24日上午

10时30分在荆州市义乌商贸城一期六栋十四
楼拍卖报废渔船一批。标的物自公告之日起至
拍卖日前在标的物所在地展示，请意向竞买人
在1月22日16时前办理报名手续并向我公司
缴纳竞买保证金2万元整（需单独缴纳资料费

500元）。
联系人：陈经理 13160851960

湖北点石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6日

通 知
胡芸、金远智、文艳、肖江、张丽梅、程

燕、熊炜、许志艳以上员工，公司将统一安排
员工酒店管理实操培训，请您于2021年 1月
20日（周三）10：00至武汉市东西湖区宏图
大道 8 号武汉客厅 E 栋报到。逾期未报到
者，我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做出相应处理。

特此通知
荆州宾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4日

遗失声明
刊登热线 8512333

“健康码全国互认、一码通行是普遍性
的原则要求，‘码’上加‘码’是个例、是特
殊，确有原因暂不能与其他地区互认的，要
先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15
日强调。

一些地区防疫健康码不互认，是常态
化疫情防控下人员流动的一大困扰，降低
人员通行效率，并有可能因扫码查验造成
人员聚集。

针对这一问题，连维良在当日召开的全
国春运电视电话会议上说，今年春运期间，

要落实好防疫健康码统一政策、统一标准、
全国互认、一码通行。各地要依托全国一体
化政务平台，落实健康码互认机制和规则，
明确跨地区流动人员健康码信息在各地区
可信可用。

“要把疫情防控放在今年春运工作的首
位。”连维良强调。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周宇
辉介绍，我国冬春季疫情将呈现多点散发、
局部聚集，甚至多点同时出现聚集性疫情的
情况。

对此，周宇辉认为要切实做好春运全链
条疫情防控，倡导群众留在当地过年，非必
要不流动，确需流动时错峰出行；加强路途
疫情防控，要求旅客乘坐交通工具时全程佩
戴口罩；加强疫情应对处置，严防疫情扩散。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文新介绍，今年春运节前车票的预售较往
年同期下降近6成，预计全国铁路春运客流
将下调至2.96亿人次。

减少人口流动、实现错峰出行是做好今
年春运疫情防控的关键。全国总工会副主

席魏地春表示，各级工会与用工单位协商息
工开工时间，积极引导错峰休假、弹性休假、
就地休假等方式，灵活调整工作、休假时
间。要督促用人单位，按时足额支付职工薪
酬、节假日加班工资，保障干部职工享有正
常福利。

此外，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表示，要
坚持“人物同防”，严格进口冷链物流及入境
人员疫情防控；关爱帮扶重点旅客，开设无
健康码通道，解决老年人在出行中运用智能
技术困难问题。（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宅”家怎么过好年？
全国网上年货节来了！

2021年春节快到了，眼下境外疫情还
在肆虐，国内疫情零星散布和局部聚集性
疫情交织叠加，不少人有些担心，在防止人
员聚集前提下，年货“买买买”怎么办？

别急，这事国家替咱们安排上了！记
者从商务部15日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了解
到，为了方便消费者购买年货，让各地群众
都能过个好年，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在
1月20日至2月18日期间，举办“2021年
全国网上年货节”。

“云”上也能过大年？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司长骞芳莉介绍，

商务部将通过直播、上“云”等方式，在网上
打造“买年货”“赶大集”“云餐厅”“云拜年”
等特色活动。

“中华老字号等优质餐饮企业将提供
年夜饭、寿喜宴等餐饮配送到家服务。同
时，推出‘春节不打烊’‘春节也送货’等配
套服务，让大家在家里红红火火网上过大
年。”骞芳莉说。

此外，商务部还将指导相关企业确保
米、面、油、肉、蛋、菜、奶、方便食品等基本
生活必需品和口罩、消毒液、一次性手套等
防疫物资供应充足。

网上买年货，“值”吗？
网上购买年货，价格有优惠吗？质量

咋保证？
骞芳莉说，各地纷纷为企业备货促销

出实招，有的地方对销售业绩好、群众满意
率高的企业予以奖励，有的地方为群众发
放消费券，有的地方支持企业面向留守老
人、儿童等群体，推出平价年货大礼包。

“各参与企业也将推出优惠券、满减、
秒杀、直降等促销，加大投入、实折实扣，让
老百姓真正享受到实惠。”她说，参与“2021
全国网上年货节”的各类活动将加挂统一
标识，让消费者一目了然。

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栗元广表
示，电商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要杜绝销售
假冒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虚假折扣、
不实宣传、单方砍单等行为。

“特别要加强对直播销售的管控，防止
夸大宣传、虚假代言、诱导跳转、欺诈骗
销。”栗元广说。

快递服务能否“跟得上”？
网上“买买买”很过瘾，但后续快递服

务“跟得上”吗？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边作栋

介绍，今年不少快递企业加大“春节不打
烊”力度，春节期间可以在更多城市提供寄
递服务。企业还积极响应各地就地过年的
号召，为留守快递员提供了激励政策和生
活福利。 （据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这是一份诚意满满的答卷——
医保支付新冠肺炎患者治疗费用

16.3 亿元；组织开展第三批国家药品集
采，55个中选品种平均降价53%；药品、
耗材集采，中选冠脉支架价格从均价1.3
万元降至约700元；开展医保药品目录调
整，为患者减负720亿元以上；建成国家
医保信息平台主体，推进医保电子凭证
应用……

纵观2020年医药改革，举措与力度可
谓空前。2020年，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
13.6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建起世
界最大的全民医疗保障网。在这张“网”下，
医保红利不断释放，用实打实的举措让群众
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

战疫情 助脱贫：守牢“健康底线”

“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确
保收治医院不因支付政策影响救治。”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国家医
疗保障局在第一时间提出“两个确保”，并迅
速将湖北火神山、雷神山等医院纳入医保定
点，为生命救治开通“绿色通道”。

“核酸和抗体检测试剂价格分别下
降 7成和 4成以上。”国家医保局局长胡
静林说，为常态化防控提供支撑，国家医
保局临时将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的药品
和诊疗项目纳入目录。同时，全国阶段
性减征职工医保费，为975万家参保单位
累计减免1650亿元，全力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

随着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开始，疫苗
接种费用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对此，
国家相关部门不止一次表态：全民免费接
种。企业依据成本定价，加上接种服务等全
部费用，都将由医保基金和财政共同负担，

居民个人不负担。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0年，贫困人

口参保率稳定在99.9%以上，已累计资助
7867万贫困人口参保。2018年以来，医保
扶贫政策惠及贫困人口就医5亿人次，减轻
医疗费用负担3500亿元，助力近1000万户
因病致贫群众精准脱贫，初步实现“基本医
疗有保障”。

“构建中国特色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体
系，关键就是突出全民覆盖。”国家卫生健康
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傅卫表
示，医保扶贫政策以保障基本服务和基本需
求为主，为群众守好“健康底线”。

推集采 调目录：为群众“减负”

武汉在全国首次开展胰岛素带量采
购；河南濮阳、浙江金华带量采购中成药；

“三明联盟”集采未过评药品平均降价近7
成；重庆、陕西分别组织多省联盟采购；江
苏、安徽等省选择高血压和糖尿病用药、抗
生素、抗肿瘤药等采购金额较大的药品开展
集采……

集采全国遍地开花，切实为群众“减
负”。2020年，第三批国家药品集采开展，
55个中选品种平均降价53%，并在全国落
地实施。按照国家集采约定的采购量计算，
每年药费从659亿元下降至120亿元，节省
了539亿元。

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北京等省市
分别牵头开展人工晶体、吻合器和补片、
新冠检测试剂、冠状球囊等耗材联盟采
购……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成星火燎原
之势。

2020年，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
首次开展。中选冠脉支架价格从均价1.3万
元降至700元左右，降幅90%以上，预计每
年节约医疗费用117亿元。

“药品和耗材集采将减轻群众看病就医
负担。”胡静林说，在挤压药耗水分、净化行
业生态、促进医疗行为规范、减少过度诊疗
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2020年 7月，国家医保局1号令印发
《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进一
步规范医保用药管理。并组织开展2020
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调入药品119种，调
出药品29种，目录内药品达2800种。114
个谈判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超过50%，据测
算，仅 2020 年 1 至 11 月就为患者减负
721.9亿元。

“互联网+”破壁垒：让群众“少跑腿”

为形成打击欺诈骗保的震慑态势，
2020年，39万家违法违规医药机构被处理，
医疗服务行为进一步规范。

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于2020年
11月率先在广东汕尾落地使用，目前广东、
河北、青海3省5市已上线运行。该平台计
划将于2021年底前投入使用。同时，依托
医保信息平台，医保电子凭证应用全面推
进，全国所有省份均已开通激活服务，累计
用户超4.5亿。

面对智能技术，老年人等医保高频使
用群体仍有“难点、堵点、痛点”。对此，
国家医保局全面梳理老年人运用医保智能
技术困难场景，印发专门文件，保留并优
化传统服务，畅通老年人代办服务线下
渠道。

为让群众“少跑腿”，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持续完善，21个省169个统筹地区实现国
家渠道线上备案。截至2020年底，住院费
用跨省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4.4万家，国
家平台累计结算医疗总费用1759亿元、医
保基金支付1038.4亿元。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一张小小社
保卡，涉及养老金发放、医保结算等重要
功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5日表示，
2021年年底前，我国将实现社保卡申领、
启用、补换、临时挂失等服务事项的跨省
通办。

据介绍，我国居民社保卡分为实体社
保卡和电子社保卡两类。截至10月末，实
体社保卡持卡人数已达到13.29亿人，每5
位持卡人中已有 1人同时申领电子社保
卡。该卡聚合了公民身份、就业、参保、医
疗、金融等信息，是全国异地就医联网结算
的载体。

人社部信息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社保卡的社会保障号码、姓名等关键信息可
以实现全国通读。无论在哪个省份办理的
社保卡，在其他省份都可以通过机具读取其
中的信息。在2016年启动的全国跨省异地
就医持卡直接结算应用中，已实现社保卡全
国通用。国家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此前
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2021年年底前将
实现异地就医结算备案、门诊费用跨省直接
结算6项跨省通办服务事项。

除就医结算外，人们还关心，社保卡何
时才能全国统一？对此，人社部上述负责人
表示，电子社保卡已经在全国范围实现申

领，实体社保卡基本做到省内一人一卡。随
着全国统筹和全国性服务系统的建设，人社
部将进一步推进实体社保卡跨省通办与应
用，减少跨省重复办卡。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目前通过国家社会
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已可在网上申请办理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跨省转移；异地居住退休人
员，可通过刷脸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下
一步，人社部还将进一步开通社保卡网上申
领和补换，逐步为参保工伤职工提供异地待
遇资格认证、异地居住申请、异地就医结算
等服务，开通流动人员人事档案转递“多地
联办”等。

一码通行！春运健康码全国互认

2021年我国将实现社保卡跨省通办

2020，医保红利请收好

四川发现白色大熊猫

据新华社成都1月15日电 15日，大熊猫国家公园管
理局对外发布了全球唯一一只白色大熊猫野外活动的影
像。自2019年5月红外线相机首次在野外记录到这只白
色大熊猫以来，截至2020年底，四川卧龙野外布控的红外
线相机在2020年2月又有两次拍摄到这只白色大熊猫的
活动，画面非常珍贵。

画面中的白色大熊猫或在雪地漫步，或在“打坐思
考”。它紧贴着安装红外线相机的大树坐下，全程背对红外
线相机，若有所思了3分多钟。3天后，白色大熊猫穿过密
林和小河沟，出现在1公里外山脊上的另一台红外线相机
里，然后用了大约十分钟到达山脚，山脚的红外线相机记录
下它离开的背影。

据四川卧龙白色大熊猫保护研究项目执行人谭迎春介
绍，从红外线相机拍摄到的影像判断，这只白色大熊猫从
2019年5月到2020年2月期间长大了不少，体格壮实。相
较于小时候的通体白色，它在成年后四肢的毛发还显出淡淡
的金色。2020年的两次记录中，这只白色大熊猫都是单独
活动，推算它目前已3岁左右，已离开妈妈，“自立门户”了。

除了毛色变化之外，白色大熊猫的白化突变是否会对
其生理和健康带来其他附带影响，目前还没有定论。深入
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人类对大熊猫这一古老物
种的认知，并科学评估白化突变基因对大熊猫野外种群遗
传多样性的影响，对大熊猫保护事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卫星智能生产线武汉试运行
可年产逾240颗小卫星

新华社武汉1月15日电 航天科工空间工程发展有限
公司的批产卫星智能生产线已在武汉投入试运行。这条生
产线可年产240颗以上的小卫星。

记者15日从航天科工空间工程发展有限公司了解到，
位于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卫星产业园航天器智能制造中
心的这条生产线，可实现生产过程精准感知、关键工序质量
实时控制、制造全过程数据采集与控制。

据悉，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卫星产业园规划用地
426亩，分两期建设。一期建设多功能产业生态中心、航天
器智能制造中心、空间大数据应用中心、微小航天器云协同
研发中心等。二期建设新型航天器研制中心、热控研究中
心、新材料研究中心等。

该卫星产业园建成后，将具备卫星互联网、微小航天器
等系列空间产品的研发、生产能力，并能为航天器测运控、
大数据处理和后期运营等提供完善的配套保障。

“十三五”期间
湖北取缔各类码头1810个

新华社武汉1月15日电“十三五”期间，湖北全省共取
缔长江干线各类码头1211个，清退港口吞吐能力1.56亿
吨，腾退岸线150公里；汉江、清江共取缔各类码头（砂场、
砂站）599个。这是记者从14日召开的2021年全省交通运
输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据介绍，这5年，湖北绿色交通发展取得新突破。码头
岸滩岸线生态复绿面积超过856万平方米；武汉、宜昌水上
化学品洗舱站基本建成，全省3796艘100总吨及以上船舶
生活污水收集或处理装置全部完成改造，船舶污染物港口
接收设施基本实现全覆盖、全衔接。

此外，湖北着力推动交通运输行业节能减排，加快老旧
船舶淘汰更新，大力推广清洁能源应用，海川2号等LNG动
力船舶投入运营，武汉、宜昌、黄石等地港口岸电积极推广。
并积极引导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运输结构持续优
化；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增长迅猛，提前完成目标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