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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龙中华）“我们楼道
堆积的杂物太多，不仅影响楼道整洁，还
存在安全隐患。”这是家住平城区武定北
路新华街小区葛女士日前反映的事。

据葛女士讲，他们单元楼几乎每层楼
道里都堆积了不少旧家具、旧沙发，甚至
还有废纸箱废报纸等。这些东西长期堆
积在楼道，不仅影响居住环境，更主要是
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一旦失火，后果不
堪设想。

同样反映该问题的还有 40 号楼的乔
先生。乔先生称，他们楼有 20 层，楼道内
堆积了很多杂物，甚至有的居民将安全
逃生通道当成自家的“自留地”圈起来，
不准别人进出。一旦发生火灾，逃生通
道被堵，居民们该从哪儿出逃？

记者在该小区走访发现，2 号楼楼道
内堆积了不少杂物，有的杂物上面落有厚
厚的灰尘。随后，记者又来到 40 号楼，发
现 几 乎 每 层 安 全 逃 生 通 道 都 有 杂 物 堆
积。有人将 15 层的安全逃生通道用木板
堵住，然后在里面放置了自行车、桌椅板
凳，甚至还养了花草，俨然将安全逃生通

道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
就此，新华街小区物管站负责人表示，

过去他们督促居民不要在楼道里堆积杂
物，但效果不佳，甚至联合居委会清理也收
效甚微。近日，他们将想办法清理杂物，让
安全逃生通道畅通。

新华街小区楼道内堆积杂物多

物管站：将想办法清理，消除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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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高燕） 记者昨日从市
医保局获悉，为进一步健全完善城镇职工
大额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制度，提高保障
能力，切实减轻参保职工医疗费用负担，我
市结合城镇职工大额医疗保险（大病保险）
医保基金运行实际情况，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调整我市城镇职工大额医疗保险（大
病保险）筹资标准。

此次调整范围为参加我市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的用人单位和职工（含退休人

员，但享受公务员医疗补助的单位及其职
工和退休人员除外）。城镇职工大额医疗
保险（大病保险）费用补助由单位和个人共
同负担，筹资标准由原来的每人每年 120
元调整为每人每年 156 元，其中单位 36 元/
年，个人 120 元/年。调整后，城镇职工大
额医疗费用（公务员医疗费用补助）年度起
付标准为 8 万元，封顶线 50 万元，即年度最
高支付限额达 42万元。

此次调整城镇职工大额医疗保险筹资

标准后，单位缴纳部分由参保单位在缴纳
基本医疗保险费时按参保人数每人每月 3
元的标准一并缴纳；个人缴纳部分按每人
每月 10 元的标准，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从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中划扣。享受
我市 2008 年以来因城市拆迁改造关闭破
产企业政策，且医疗保险单位缴费部分由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市政府挂账
的参保单位，其职工的大额医疗保险单位
缴纳部分由市财政兜底保障。已退休并办

理医疗保险脱钩的人员（含灵活就业人员）
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按每人每月 13 元的
标 准 ，从 其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个 人 账 户 中 划
扣。未享受我市 2008 年以来因城市拆迁
改造关闭破产企业政策的“关停并转”企业
已退休职工的大额医疗费用，缴纳按照已
退休并办理医疗保险脱钩的人员的规定执
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由医疗
保险经办机构按每人每月 13 元的标准，从
其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中划扣。

城镇职工大额医疗保险筹资标准调整
由原来的每人每年 120元调整为 156元

本报讯 （记者 尚铁军） 记者昨日
从 市 公 安 局 交 警 支 队 车 管 所 了 解 到 ，
为严格落实防疫措施，从 18 日开始，26
项 交 管 业 务 将 改 为 网 上 办 理 ，有 此 类
业 务 需 求 的 市 民 可 下 载 交 管“12123”
APP 办理。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避免排队等候、
“面对面”办理业务带来的疫情传播风
险，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按照上级
要求，26 项车管业务原则上窗口将暂时
不再受理，改为网上受理。

26 项业务中，涉及机动车 12 项：包
括新车注册登记预选号牌、机动车检验
预约、补换领行驶证、申请临时号牌、申
领免检标志等。涉及驾驶证 11 项：包括
考试预约、期满换领驾驶证、延期驾驶
证审验及换领等。另外 3 项为违法处
理、罚款缴纳及事故快速处理。

需要办理相关交管业务的驾驶人
可以下载、登陆“交管 12123”APP，完成
注册、认证后，选择要办理业务种类，按
照页面提示办理即可。

本报讯 （记者 李兴华） 落实疫情
防控常态化措施，避免重复购票退票给
旅客带来不便，自发售 2 月 12 日（正月
初一）车票起，铁路车票预售期调整为
15 天。自 1 月 14 日起，免收退票费的时
间期限调整为开车前 8 天（含当日）以
上。这是记者昨日从大同火车站了解
到的。

调整后，从 1 月 29 日起售 2 月 12 日

（正月初一）车票。1 月 14 日至 1 月 28
日，只发售 2 月 11 日（除夕）及以前的车
票。自 1 月 29 日起，旅客可在同一起售
时 间 通 过 12306 网 站 、铁 路 12306 手 机
APP、电话订票、自动售票机、车站窗口
和代售点方式购买车票，具体起售时间
可通过 12306 网站（含客户端）查询。

与此同时，自 1 月 14 日起，旅客因
行 程 改 变 需 退 票 的 ，免 收 退 票 费 的 时

间期限由原规定的开车前 15 天以上同
比例调整为开车前 8 天（含当日）以上；
7 天及以内退票的，仍按 48 小时以上、
48~24 小时、24 小时以内梯次退票收费
规 定 执 行 ；办 理 改 签 和 变 更 到 站 业 务
时，仍不收取改签费用；其他情况仍按
原规定执行。如遇疫情防控措施影响
旅 客 出 行 需 要 办 理 退 票 的 ，铁 路 部 门
将及时公告相应退票措施。

本报讯 （记者 李兴华） 为切实巩
固疫情防控成果，筑牢铁路防线，我市两
大火车站提醒出行旅客，一定要提前 1
小时到站，出示“健康码”，填写下载“行
程码”再安检才能进站，不要踩点来，以
免赶不上车。这是记者日前从我市两大
火车站了解到的。

为进一步保障旅客出行健康安全，
大同火车站和大同南站全面推广使用
通信大数据“行程码”，出行旅客和来同

旅客在进出站时必须按要求出示“健康
码”和“行程码”，只有持绿码的旅客方
可进出站。

记者 13 日在大同南站进站大厅看
到，为了最大限度防止旅客集聚，车站
对 进 站 旅 客 实 施 分 道 进 站 ，现 场 分 有
码通道和无码通道。已经申领成功的
旅 客 按 要 求 出 示“ 健 康 码 ”，完 成 核 验
后进站候车。没有申领“健康码”的乘
客 ，在 客 运 人 员 的 引 导 下 领 取 并 使

用 。 目 前 ，还 增 加 了 巡 特 警 对 出 行 旅
客 的 身 份 核 验 ，进 站 安 检 时 间 较 以 往
有所增加。

为了不耽误旅客出行，两大火车站
提醒广大旅客，留出充裕时间接受查验，
再多理由都不构成免检理由，否则只能
改签。为节省安检时间，最好提前准备
好“健康码”“行程码”，同时不要带茶杯
饮品，或将茶杯提前倒空，站内、车上均
提供干净卫生的饮用水。

26项交管业务
18日起全部网上办理

火车票预售期和免费退票期限有变

预售期为 15天 免退票费时间期限为开车前 8天以上

本报讯 （记者 郑林） 防范疫情，
年夜饭市场已悄然发生变化，记者 13 日
走访发现，我市各大饭店已将年夜饭业
务的重心转移到半成品上，不少市民选
择购买半成品在家吃。

迎 宾 街 一 家 饭 店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他 们 将 年 夜 饭 市 场 的 重 点 放 在 了
半 成 品 加 工 上 ，在 原 有 产 品 的 基 础 上
扩 充 年 夜 饭 半 成 品 的 产 品 种 类 ，还 专
门 推 出 了 一 些 熟 食 礼 盒 ，相 较 于 以 往
品种更加丰富。“往年都会在饭店吃年
夜 饭 ，但 今 年 按 照 疫 情 防 控 不 聚 集 的
要求，我们决定购买半成品，把年夜饭
拎回家吃。”正在挑选半成品年夜饭的
刘先生说。

友谊街一家饭店负责人说，根据疫
情防控要求，饭店进行了工作调整，增
加半成品年夜饭供应的品种和数量，让
市民从中感受到浓浓的年味。该负责
人告诉记者：“目前半成品年夜饭的销
售状况很不错，对于商家而言，半成品
年夜饭打破了场地、时间等限制，饭店
经营成本也可降低。”

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将购买半成
品，回家自己动手做年夜饭，既可以预
防聚集性疫情的发生，又能避免在饭店
多花费乃至铺张浪费，还能让年夜饭吃
出更温馨的氛围。

防范疫情
半成品年夜饭走“热”

两大火车站提醒出行旅客

提前1小时到站 避免耽误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