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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非
定点第三方冷库不得存放进口冷
链食品，自备自用冷库不得出租出
借，无“三证”的进口冷链食品一律
查封……记者1月5日从沈阳市市
场监管局获悉，沈阳将对全市进口
冷链食品进行新一轮的再排查，重
点整治存储、经营进口冷链食品中
的违法违规行为。

沈阳市要求非定点第三方冷
库不得存放进口冷链食品；自备自
用冷库不得出租出借，不得用于商
用物流配货存储（用于第三方存储
业务）；经营进口冷链食品必须具
有检验检疫证明、核酸检测证明、
消毒证明“三证”，凡没有“三证”的
进口冷链食品，一律查封；销售时
将进口冷链食品与其他食品物理
隔离，单独设立销售区域，标注产
地、品名、入境时间等信息，并注明
安全消费提示。

沈阳市将加强对食品生产企
业、农贸市场、商超、餐饮服务单位
的监督检查，凡发现加工、经营、销
售没有“三证”进口冷链食品的，依
法依规严厉查处。同时，要求农贸
市场、冷库聚集区域要在醒目位置
标示12315举报电话，对经查属实
的举报人进行奖励。

据悉，近一段时间，针对全国
多地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呈阳性的情况，沈阳对
全市进口冷链食品实施专库专区
管理。对 5 个定点冷库实行硬隔
离，专班监管人员全天候监督管
理，专队作业人员集中居住，严把
货物入出库关口；对 34 个非定点
第三方冷库和 238 个自备自用冷
库进行地毯式排查，建立快速反应
工作机制，确保进口冷链食品管控
实现全链条、无盲区、无死角的全
覆盖监管。

沈阳对无“三证”
进口冷链食品一律查封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提
高职工大额医保统筹基金年度最
高支付限额、提高居民医保参保
人员住院统筹支付比例、增加按
病种付费数量……新年伊始，大
连市医保局 12 项医保新政正式
落地。

提高职工大额医保统筹基金
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大连职工大
额补充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年度最
高支付限额由25万元提高至35万
元。调整后，年度内参保人可享受
到最高60万元的医疗保险统筹支
付待遇。提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普通门诊统筹基金支付比例。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统筹基
金支付比例（含本地就医和异地安
置 人 员）从 原 来 的 45% 调 整 为
50%。提高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住
院统筹支付比例。提升门、急诊抢
救医疗保障水平。在原有政策的
基础上，参保人在门、急诊抢救后
离院的，所发生的符合医疗保险支

付范围的医疗费用，医保统筹基金
也给予报销。

结核病患者住院治疗不设
起付线；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
中未成年人和大学生支付比例
为 75%，成年人为 65%，年度支付
限额为 1000 元；将恶性肿瘤门诊
放化同步治疗纳入大连职工医
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Ⅱ
类病种管理。此外，全市实施安
宁疗护医保统筹基金按床日费
用结算；大连按病种付费范围从
148 种 扩 大 到 252 种 ，按 病 种 付
费统筹基金支出占比 35%以上；
10个冠脉支架产品开始执行国家
集采价格，均价从 1.3 万元下降至
700元左右。

大连医保线上药房“居家购
药”将在大连医保微信公共服务平
台和云闪付 APP“大连医保”公共
服务平台试运行。市民可以足不
出户，享受“居家购药、医保支付，
药房送到家”服务。

大连医保12项惠民政策落地

本报讯 记者王晓波报道 临
近春节，趁在外务工人员准备返
乡之机，铁岭市委组织部联合铁
岭市邮政公司等多家单位为铁岭
万余名在外务工的流动党员寄去

“暖心礼包”。
1 月 5 日，在铁岭市邮政公司

五楼会议室内，十余名工人正在忙
碌，一个个特制的红色邮件被封
好，摆放整齐。红色邮件上面写着

“欢迎外出务工党员回家过年”“回
家乘车途中请全程戴好口罩”等温
馨话语，饱含着党组织和家乡人民
对流动党员的深切问候和关怀。

据介绍，特制的红色邮件内装

着致全市流动党员的一封信、一袋
口罩、免费体检券和新春礼包券
等，这些是铁岭多家单位为流动党
员精心准备的新春礼物。万余个
邮件将在 3 天内全部发往全国各
地，回到家乡后，流动党员就可以
拿着邮件内的各种卡片，到邮政银
行网点领取春联、挂历，到指定医
院参加免费体检等。

据了解，铁岭关爱返乡流动党
员活动已连续开展 3 年。今年开
展邮寄“暖心礼包”活动，旨在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引导
流动党员真正“回家”，切实让流动
党员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

铁岭为万余名返乡流动党员
寄去“暖心礼包”

本报讯 记者徐铁英报道 参
保人员临时外出期间因病需在异地
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时，可通过
线上及电话等方式办理备案并直接
结算。近日，省医疗保障局下发通
知，要求各市在现有异地就医备案
管理的基础上，开通临时外出就医
备案。

近两年，我省以沈阳、大连和省直
为试点，为参保人员开通异地就医结
算自助服务。省医疗保障局要求，其
他市要在现有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基
础上，开通临时外出就医备案，参保人
员临时外出期间因病需在异地定点医
疗机构住院治疗时，可通过线上及电
话等方式办理备案并直接结算。临时

外出就医人员医疗费用结算，参照本
市最高等级定点医疗机构待遇标准适
当下调，原则上，报销比例下调幅度不
超过本市住院最低报销比例的 30 个
百分点。

考虑到部分异地安置退休人员、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驻异地工作人
员等参保人员的实际就医需求，鼓励

有条件的地区为上述人员办理省内就
医地备案后，按照本地待遇标准保留
参保地就医直接结算。

我省将进一步拓展异地就医备案
服务渠道，加快推进将异地就医备案
纳入全省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推广
通过微信、手机APP、官方网站等渠道
提供线上备案服务。

参保人员外出期间临时住院可办理备案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隔离
期间，企业按正常劳动支付工资，不
得要求职工无偿补回因疫情防控损
失的工作时间。日前，沈阳出台关于
妥善处置涉疫情劳动关系有关问题
的指导意见。

沈阳市规定，依法对新冠肺炎患
者、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

等实施隔离措施或者采取其他紧急措
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劳动者，企
业不得因此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对被
派遣劳动者，用工单位不得因此将其退
回劳务派遣单位。

因隔离，导致劳动者不能提供正
常劳动的，企业按正常劳动支付其在
隔离期间的工资。隔离期结束后，对

仍需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的劳动者，企
业按照职工患病医疗期的有关规定支
付其工资。对因政府采取紧急措施，
企业停工、停产或劳动者不能按期返
岗的情况，劳动者工资应按照用人单
位停工、停产工资支付相关规定执行，
即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按照劳
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

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从第二个
月起发放生活费。生活费标准不得低
于沈阳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生活费
含个人应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险费。

企业不得以受政府采取紧急措施
或停工停产等有关规定限制为由，要
求劳动者补回等量工作时间而不视为
加班。

沈阳出台涉疫情劳动关系相关指导意见

隔离期间企业按正常劳动支付工资

“窗外雪片纷飞，我在楼上看到有
个穿红衣服的志愿者一跐一滑地走过
每辆车。仔细一看才发现，他正将每辆
车的雨刷立起来，估计是担心降雪低温
冻住雨刷。看到这个情景，我的眼泪刷
地就掉下来了！”1月4日，家住大连金
普新区峰景西海岸小区的王女士说，这
温暖的一幕伴随着2021年的第一场降
雪消除了居家隔离带来的焦躁。

“我不知道这个志愿者的名字，但
等隔离解除，我一定找到他，用力拥抱
他！”王女士说，她一定要让这位志愿
者知道，他的一个平凡善举放大了隔

离者战胜疫情的信心。
和王女士感受相同，金普新区先进

街道东山社区的工作人员毕育焕也特
别想拥抱一个叫傅悦馨文的小姑娘。

“1月3日见到这个特别有爱心的
孩子时，我们不能拥抱她，只能互相望
着，孩子不但带来了自己的爱心礼物，
分别时还给我们所有人鞠了一躬表达
敬意。”毕育焕说，那一刻她心里酸酸
的，但又觉得很暖。

傅悦馨文是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青松小学六年三班的学生，她从电视
新闻上看到疫情防控一线工作者很辛

苦，特别是气温骤降，医护人员、社区
工作者、志愿者们依然顶着严寒为居
民做核酸检测、送生活物资，很受感
动，于是，告诉父母自己 2021 年的新
年愿望是把所有压岁钱捐给工作在
封闭管控区域的一线人员，希望他们
穿得再暖一些，吃饭能更及时一些。
傅悦馨文的想法得到了父母的全力
支持，他们用孩子的压岁钱采购了12
套棉衣、棉裤、棉鞋、棉手套和12箱方
便面、10箱火腿肠以及面包等物品。

“由于傅悦馨文住在管控区外，所
以东西只能送到管控区的卡口。除了

爱心物资，孩子还给我们画了一幅
画，上面画着穿着隔离服的‘我们’、
一颗大大的爱心，还写着：‘风雨同
心，金普加油！’‘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五湖四海，紧紧相连！’”毕育焕
说，在场的人都被孩子的爱心感动
了，“我们当时听到孩子说想拥抱一下
我们，但情况真的不允许。等疫情结
束，一定让孩子实现这个愿望，我们会
用力拥抱她！”

“隔离不隔爱，这是我们共同的心
愿，众志成城之下，我们见面拥抱的日
子不远了！”毕育焕很有信心地说。

“疫情过后，我要用力拥抱你”
本报记者 吕 丽

新年刚过，年味渐浓。1月 5日，记者在朝阳市豪德贸
易广场看到，商家为迎佳节做足了准备，大红灯笼、挂贴等
琳琅满目，充满了浓浓的节日气氛。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本报讯 记者刘佳报道 1 月 1
日，抚顺市顺城区将军地区亦工小
区。随着一阵喜庆的鼓乐声，亦工小
区润恒便民服务中心的便民生鲜超市
正式开张营业。小区居民张强拎着刚
买的水果和蔬菜，高兴地说：“超市就
在家门口，东西便宜，购物还能抵扣物
业费，真是方便又实惠。”

作为重大的民生工程，老旧小区改
造正在全省全面展开，实现改造后物业
管理全覆盖，是老旧小区改造的关键一

环。“老旧小区之所以如此脏乱差，缺少
物业管理是一个主要原因。另外，由于
老旧小区居民收入普遍较低，物业费收
缴难，造成物业管理单位无法经营。”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有关负责同志这样说。

“在解决这道难题时，我们尝试吸
引小区居民在便民服务中心消费，以

‘消费抵扣物业费’，居民消费 100 元
就可以有 5 元冲抵物业费。”辽宁润
恒城市运营管理服务公司董事长顾连
伟介绍说。

去年 7 月，辽宁润恒与抚顺市城
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在抚顺二
中教师公寓、南阳教师公寓等 5 个小
区开设便民生鲜超市进行试点，受到
居民欢迎。

抚顺市顺城区把这个成功案例引
入刚刚完成老旧小区改造的亦工小
区，辽宁润恒投资200万元，利用小区
闲置空地建起了社区便民超市、生鲜
超市、社区食堂、快递驿站、居家养老
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站、家政服务中

心等民生服务设施。
“这个小区房子平均面积60平方

米，每月的物业费 18 元钱，只要在便
民服务中心消费不到400元就可以冲
抵物业费了。”抚顺市城市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经理张立民告诉记者。

“消费抵扣物业费”这一创新模
式，为全省老旧小区改造实现物业全
覆盖提供了一个可行性方案。同时，
仅抚顺市规划的 300 个项目全部落
成，便可增加800至1000个就业岗位。

引入社会资本 消费抵扣物业费

我省探索老旧小区物业费收缴新途径

民生·服务

桓仁美景——雾凇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本溪市桓仁
满族自治县浑江岸畔出现雾凇奇观。

近年来，桓仁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良

好的生态环境，使桓仁形成了春有
红花、夏有绿水、秋有红叶、冬有雾
凇的四时美景。

本报特约记者 孙 君 摄

大红灯笼迎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