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托育点试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新华社北京 3月 16日电 为规范发
展多种形式的托育服务，国家卫生健康
委人口家庭司 3 月 15 日发布《家庭托育
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根据征求意见稿，家庭托育点是指
利用住宅，为 3 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
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托育服务
的场所，且收托人数不应超过 5人。

举办家庭托育点，应符合地方政府
关于住宅登记为经营场所的有关规定，

并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申请注册
登记。登记名称中应注明“托育”字样，
在业务范围（或经营范围）明确“家庭托
育服务”。

家庭托育点应为婴幼儿提供生活照
料、安全看护、平衡膳食和早期学习机
会，促进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征求意见稿规定，家庭托育点举办
者应身心健康，无精神病史，无犯罪记
录。家庭托育点照护人员还应符合下列
条件：具有保育教育、卫生健康等婴幼儿

照护经验或相关专业背景；受过婴幼儿
保育、心理健康、食品安全、急救和消防
等培训。家庭托育点举办者同时是照护
人员的，应符合上述条件。

家庭托育点每一名照护人员最多看
护 3 名婴幼儿。家庭托育点婴幼儿人均
建筑面积不应小于 9平方米。

家庭托育点应提供适宜婴幼儿成长
的环境，通风良好、日照充足、温度适宜、
照明舒适。家庭托育点不得设置在地下
室或半地下室，不得设置在“三合一”场

所和彩钢板建筑内，门窗不得设置影响
逃生和消防救援的铁栅栏、防盗窗等障
碍物。

征求意见稿明确，家庭托育点应设
置视频安防监控系统，保持收托婴幼儿
期间设防，婴幼儿生活和活动区域应全
覆盖。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 90
日 。 家 庭 托 育 点 应 与 婴 幼 儿 监 护 人 协
商，签订书面协议，就托育服务中双方的
责任、权利义务以及争议处理等内容达
成一致意见。

本报讯 （记者 高燕）“2 月 26 日，
我因为胸痛到市三医院看急诊，被确
诊为急性心肌梗死，经过医生及时抢
救和治疗，病情基本得到控制。出院
后整理医院收费票据发现，原本 1500
多块钱的急诊花费，靠报销省下近 550
块钱，头一次享受到了门诊看病报销
即缴即报带来的红利。”日前，市民高
先生激动地说。

今年 1 月我市落地实施全省统一
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统筹制
度，我市参加职工医保且有医保个人账
户的参保人员，因治疗常见病、多发病
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规定的普
通门诊医疗费用，由职工医保统筹基金
按规定支付。

记者从市医保局了解到，为了方便

职工就近看病报销，目前我市职工门诊
统筹定点医院已增至 1908 家，其中既
有三甲大医院，也有“家门口”的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
室等基层医院，可满足市民的不同就
医需求。

据了解，职工医保门诊统筹政策实
施前，患者在医院做检查、买药都是自
费，不能报销。门诊统筹政策实施后，
患者在门诊就医，医保范围内的药品及
检查费用都可以享受报销政策。市医
保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市职工
医保门诊统筹执行基本医疗保险药品
目录、医用耗材目录和医疗服务项目目
录。乙类药品、耗材和医疗服务项目先
按照大同市职工医保住院先行自付比
例政策自付部分费用后，其余符合政策

规定费用按职工门诊统筹报销比例给
予支付。门诊统筹药品执行全市统一
的医保支付标准，超过支付标准以上的
费用由参保职工自付；支付标准以内的
按比例报销。参保职工在同一医疗机
构、同一次（即相同就诊流水号）就诊的
多张诊疗单、处方，在结算时起付标准
按一次计算。

日前，记者在我市部分医疗机构采
访时看到，不少市民使用电子医保凭证
或社保卡结算费用。“开始我对门诊报
销政策并不了解，还是在医务人员的提
示下才知道了门诊可以报销，缴费时只
要刷社保卡或电子医保凭证就行，很方
便。”市民王女士表示，门诊报销让广大
职工享受到了实惠，减轻了门诊就医的
负担，是一件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

我市职工门诊统筹定点医院增至190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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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论精品年鉴建设

地方志编纂专家齐聚大同

本报讯（记者 张彩峰） 记者从山西交
控大同高速管理有限公司了解到，按照全国
高速公路人工收费车道“纸改电”工作部署，
自 3 月 16 日零时起，我市高速公路收费站人
工收费车道（含自助缴费车道）全面启用通
行费电子发票，不再提供纸质发票。

据介绍，司乘人员在高速公路人工收费
车道交费后，可领到一张“电子发票获取凭
证”，车主可通过“晋 e 行”App 或“晋 e 行”
小程序扫描凭证上的二维码，确认通行记
录信息，添加抬头信息，填写邮箱信息，提
交完成后，发票将发送到电子邮箱。“启用
电子发票后，不仅能有效提升高速公路通
行效率和服务水平，还能进一步促进节能
减排。”山西交控大同高速管理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记者 史涌涛） 3 月 15 日，大
同市建设中国精品年鉴区域试点单位研讨
会暨中国精品年鉴专家现场指导会在我市
举行。该活动是我市作为全国首批中国精
品年鉴区域试点单位之一而率先举行，将
加快推进“中国精品年鉴区域试点单位”建
设，全面提升我市年鉴编纂质量，推动我市
年鉴事业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近年来，我市精心打造《大同年鉴》品
牌，2020 年，《大同年鉴（2019）》被评为第
四批“中国精品年鉴”及第七届全国地方
志优秀成果（年鉴类）特等年鉴，成为全省
地 市 级 中 第 一 家 获 两 项 大 奖 的 年 鉴 。
2022 年，我市入选首批中国精品年鉴区域
试 点 单 位 。 今 年 3 月 ，《大 同 平 城 年 鉴

（2022）》被评为第七批“中国精品年鉴”，
《浑源年鉴（2023）》正积极申报“中国精品
年鉴”。

来自全国各地的地方志编纂专家学者
齐聚古都大同，共谋年鉴发展大计。此次
活动为期 3 天，包括讨论《大同市建设中
国 精 品 年 鉴 区 域 试 点 单 位 工 作 方 案

（2022—2026）》，就 各 市 精 品 年 鉴 展 开 经
验交流，凸显地方特色；就《大同平城年鉴

（2022）》进 行 现 场 指 导 ，讨 论《浑 源 年 鉴
（2023）》篇目等，对于我市充分积极探索
新时代精品年鉴建设和精品年鉴区域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

我市高速公路
启用电子发票

本报讯（记者 刘剑）“服务员，打
包带走。”14 日晚，在迎宾街一家饭店
内，市民张先生和朋友聚餐后，喊来服
务员将剩下的饭菜装盒打包，准备带
回家第二天吃。 近年来，随着我市持
续深入开展“光盘行动”，涵养城市文明
新风，文明餐桌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连日来，记者在我市多家餐饮店看
到，店内墙上张贴着“文明用餐、杜绝浪
费”“节约光荣、浪费可耻”“勤拿少取、
杜绝浪费”等温馨提示。餐桌上摆放着

“花的是您的钱，买的是我的饭，浪费了
就是我们的血汗。”等宣传语的桌牌，时
刻提醒市民适量点餐，杜绝浪费。

据了解，我市各餐饮企业积极响
应市餐饮饭店业协会的倡议，主动提
醒消费者根据用餐人数合理点菜，避
免浪费；推出大、中、小份菜服务，满足
消费者想要品尝更多美味的需求；积
极推行分餐制，为消费者提供公勺、公
筷，主动提醒顾客“开车不喝酒，喝酒
不开车”。

本报讯（记者 崔莉英） 近 日 ，国 家 艺
术 基 金 2023 年 度 资 助 项 目 名 单 出 炉 ，其
中 ，市 歌 舞 剧 院 创 排 的 歌 舞 剧《北 魏 长
歌》巡演入列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
资助项目，下一步该剧将赴全国各地进行
巡演。

《北魏长歌》是由市歌舞剧院倾力打造
的北魏题材重点文化艺术项目，多次在国内
各大舞台演出，深受观众好评。该剧以云冈
石窟开凿前因作为故事大背景，以文成帝拓
跋濬的成长作为叙事主线，以“民族融合、天
下大同”为主题，再现了两代君王之间的传
承与变革，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融
合与发展，展示了大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该剧曾荣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
会演“圆梦奖”和 2022 首届山西戏剧年度推
优“高峰之路”最佳剧目奖。

据了解，国家艺术基金 2023 年度资助
项目共分为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
目、美术创作资助项目、传播交流推广资助
项目、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青年艺术创
作人才资助项目等，其中传播交流推广资助
项目，共有 119部剧目入列。

歌舞剧《北魏长歌》入列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名单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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