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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娜）3月底前，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
构全部接入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平台；7月前，各统筹地区实
现门诊费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昨日，记者从市医保局
获悉，2021年，我市将实施一揽子为民惠民的医保措施。

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市级统筹
我市将全面做实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市级统

筹。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管理、绩效考核、定点协议
管理等配套政策,完成基金审计、清算和上划工作，确保
今年 6月 1日前实现基本政策、待遇标准、基金管理、经
办管理、定点管理、信息系统“六统一”。

进一步推进“三医联动”改革，适当提高基层卫生医疗
机构报销比例，调整不同层级医院报销起付线，用政策措施
引导群众到基层就诊，促进分级诊疗制度有效落实；探索医
保、医疗、医药“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共商联动措施，合力解
决矛盾困难，真正让“三医”联而能动、动则见效。

年底前所有定点医药机构实现扫码结算
让数据多跑腿，让百姓少跑腿。我市将继续贯彻执

行医保15项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实现医保业务
信息编码全市互认、信息互联互通、数据共建共享；拓展
医保电子凭证应用场景，6月底前完成参保人员医保电
子凭证激活 50%目标任务，年底前所有定点医药机构实
现扫码结算。

7月前门诊费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值得关注的是，3月底前，全市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

机构要全部接入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平台；7月前，全市各
统筹地区要实现门诊费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12月底前实现按照DIP方式实际付费
记者了解到，我市将继续深化医药服务供给侧改

革。推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政
策，确保 12月底前实现按照DIP（按病种分值付费）方式
实际付费。

市纪委监委机关部署党史学习教育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
署会议近日召开，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杜新军作动
员讲话。

会议指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今年全党政治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学习领会，把握重大意义，不
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决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省
委、市委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增强学习党史的政治自觉和
行动自觉；要聚焦重点任务，学习好、领悟好党自我革命的历史，
传承好、发扬好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以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的实际成效迎接建党 100周年；要把握目标要求，坚
持守正创新，加强组织领导、树立正确党史观、创新方式方法，着
力在“学”上务求实效、在“悟”上入脑入心、在“干”上担当作为，
做到学在前、干在先、作表率，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学习教育各项
任务，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在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
化建设中砥砺初心使命、勇担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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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成燕 文/图）
牛年新春，郑州歌舞剧院创排的
舞蹈《唐宫夜宴》引爆全网，持续
受到关注。当中国传统皮影戏
与“唐宫小姐姐”相遇，将上演怎
样曼妙的舞蹈？记者昨日从河
南精灵梦皮影艺术团了解到，该
团已全新创作出飘逸灵动的皮
影版《唐宫夜宴》（如图）。

据介绍，皮影版《唐宫夜
宴》除忠于原作创意，还巧妙
利用皮影这一传统形式，进行
创意、编排、表演，颇有趣味。
在音乐、灯光、剧情以及人物

造型、色彩运用等方面都进行
了创新。皮影作品与舞蹈原
作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彰显
出皮影艺人的个性创造和灵
性发挥。

“最近，我一直在关注《唐
宫夜宴》火爆全网现象，作为皮
影传承人，我和团队伙伴就琢
磨着如何用皮影传统技艺生动
再现盛唐风韵。要想让观众喜
欢皮影戏，一定要创新，跟上时
代潮流，加入声、光、电以及特
效等科技手段。”河南精灵梦皮
影艺术团团长李赛向记者讲述

了他和伙伴的创作初衷。
郑州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

心主任汪振军分析说，皮影作
为一种古老的表演艺术，在人
们心中留下难忘的记忆。作为
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
活化石、农耕时代的文化记忆，
我们需要对其保护和传承。为
了不使皮影艺术失传，河南精
灵梦艺术团的艺人们潜心钻
研、创作，不仅使古老的艺术得
以保存，还能结合时代的发展
与时俱进，这种追求创新发展
的做法值得推广。

出新版！唐宫小姐姐跳起“皮影舞”

开新局开新局四五 从新数字看郑州发展亮点

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把老小区改出了
新面貌，让老楼居民过上了新生活，有力推
动了城市有机更新和人居环境不断优化，
增加了城市“魅力值”。

据统计，截至 2020年底，我市中央补
助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已全部开工，共完成
1374个小区改造，受益群众达70万人。

上千个老旧小区焕新颜，迎来了共建
共享美好生活的新格局。

以人为本做好“加减法”
自 2019年起，我市因地制宜，细分老

旧小区改造类型，分类别、分层次抓好落
实，突出“一拆五改三增加”，“减”违章建
筑，“加”基础功能提升、服务设施完善和物
业服务提质，全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那个花坛的地方能不能加上一个美观大
方的长椅！”“以后东门不让进车了吧？”……
二七区绿云小区改造前，专门为群众建立
讨论改造微信群，广泛征集居民意见，累计
征集意见30余次，收到意见建议几百条。

“群众的需求就是小区改造的方向。”
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小区改造采取了“一征三议两公开”“小
马扎会议”“帐篷会议”“上门入户”等方法，
线上、线下同步收集群众改造意愿，回应群
众改造期盼。并统筹“路”“院”改造，突出
区域特色、高要求设计改造方案，确保老旧
小区改造后实现形态更新、业态更新、功能
更新。截至2020年底，全市老旧小区改造
共拆除违章建筑 23万平方米，改造线缆、
管线入地 532.8 千米、更新铺设小区路面
79万平方米、改造绿地 10万平方米等，有
效改善了市民居住环境。

党建引领 统筹推进工程
小区改造牵涉多方，如何协调各方统

筹推进工程？管城区陇海北三街片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小区改造伊始就成立了临时
党委，由党组织牵头领着干，下设5个党组
织，分别对应陇三社区、共建单位、职能部
门、施工单位、监督单位，逐户上门，多方协
同，协调解决各种问题。

以党建引领统筹推进，管城陇海北三
街片区只是一个缩影。据了解，我市在小
区改造中，始终坚持党建引领，通过组建由

街道分包科级干部、小区楼院党员、施工单
位代表等多方力量组成的临时党支部，发
挥“楼院党组织、楼院居民自治组织、楼院
志愿服务组织”作用。

与此同时，发挥街道、社区基层党组织
引领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激
发居民主人翁意识，探索建立老旧小区长
效管理机制，引导居民协商确定改造后小
区的管理模式，制定管理规约及业主议事
规则，建立长效管理。

共建共享 探索治理新方式
“以前邻居见面都问吃了没？现在问

走几圈了？环境好了大家都出来活动，经
常碰面打个招呼聊几句。我们还组织了一
个健步走，有空就绕着小区转转、走走，浑
身有劲儿。”

80多岁的紫荆小区住户郭庆兰，虽然
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说话中气十足。自
小区改造后，她养成了晚上散步的好习惯，
整个人愈发精神焕发。

与郭庆兰老人一样，截至 2020年底，
全市有 70万群众随着上千个老旧小区完

成改造，开启了新生活。
“但旧小区改造不仅是一个项目建设

改造工作，更是一个社会治理工作，环境改
造好更需后期维护好。”市房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在改造中，我们探索区域化党建
联盟、社区服务联盟、智慧服务平台的‘两
联盟一平台’模式，以街道为轴心、社区为
主干、公共单位和居民群众为‘扇面’，推动
街道、社区、公共单位、居民群众四方联动，
推动老旧小区的治理模式从‘靠社区管’向
共建共治共享转变。”

老旧小区改造到哪里，物业管理就覆
盖到哪里。据介绍，针对老旧小区改造后
的维护，专门引进了专业化物业公司。通
过连片打包、捆绑公共管理资源、路院共管
等模式，扩大专业化物业覆盖面，同时，政
府也给予了一定的物业服务补贴。

截至 2020年底，我市老旧小区改造，
共增设物业管理用房8260平方米，引入专
业化物业服务企业小区数量 254个，增加
安防、监控系统 2361处，建成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 165家，建设投入使用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152个等。

截至2020年底

老旧小区焕新颜 城市更美更宜居
本报记者 曹婷

全市共完成老旧小区改造1374个，受益群众达70万人 更新铺设小区路面79万平方米，改造绿地10万平方米

市委统战部动员部署党史学习教育

以实实在在学习教育成效
推动统战工作竞相出彩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市委统战部近日召开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杨福平参加会议并作
动员讲话。

会议指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
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
部署，学好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初心使命，为加快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凝聚广泛力量。

会议强调，要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紧扣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四个目标要求，把握重点突出关键；要强
化政治担当，扛起政治责任，精心组织实施，坚持问题导向，创新
方式方法，注意统筹结合，坚持抓学习促工作，把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与服务“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结合起来，以实实在在的学
习教育成效推动各领域统战工作争先进位、竞相出彩，为加快郑
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
篇章广泛凝心聚力，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本周气温逐步回升
或有两次小雨光顾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冬春交替，冷空气还时不时刷一下存在感。刚
过了个冷飕飕的周末，本周我市天气如何？记者昨日从市气象部门获悉，
本周我市气温逐步回升，有两次降水天气，其他时间以多云到阴天为主。

根据预报，本周我市有两次降水天气，分别在周初和周三，其他时间
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周内无明显冷空气活动，周内气温逐步回升，最高
气温可达19℃，最低气温2℃。气温起伏较大，需注意增减衣物。

本周七天我市的具体天气预报情况为：3月 8日(星期一)，阴天转小
雨，2℃～10℃；3月 9日(星期二)，多云，3℃～16℃；3月 10日(星期三)，阴
天有小雨，7℃～15℃；3月 11日(星期四)，阴天转多云，8℃～18℃；3月
12日(星期五)，多云转阴天，6℃～19℃；3月 13日(星期六)，阴天，8℃～
14℃；3月 14日(星期日)，晴天到多云，6℃～19℃。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图）
3 月 5 日晚，近期因《唐宫夜
宴》火遍网络的河南博物院又
上热搜，这次“破茧出圈”的是
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当
晚，话题“#河南博物院复原古
乐器演绎清平乐#”占据了微
博热搜要闻榜和同城榜的首
位，再次引发网友对河南文化
的热烈讨论和赞赏。

短视频中，河南博物院华
夏古乐团用复原的音乐文物
演奏了根据热播剧《长安十二
时辰》插曲改编的《清平乐》，
演奏乐器主要以唐代乐器为
主，使用的有古琴、笛子、古
筝、笙等，曲调唯美，古风盎
然（如图）。视频一出，评论区
里夸声一片：“河南，真中！我

最近要赶紧去河南博物院看
看华夏古乐团的线下演奏，怕
今年火了，抢不到票。”“河南
真的有在好好传承和弘扬传
统文化。”“仿佛穿越到了大唐
盛世，现代社会的浮躁顿时得
到了洗涤。”

…………
据介绍，自 2000 年成立

以来，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
一直致力于对中原音乐文物
进行复原研究，对古代乐谱、
服饰以及演出场景进行舞台
化复原和重构，并创新性地将
现代音乐加入到了古朴悠远
的古乐中，在传承弘扬传统文
化的路上永不停歇。特别是
近几年来，除了院内日常展演
外，古乐团还开发、排演了多

部舞台艺术精品项目，推出了
不同主题的音乐会，逐渐成为
中原文化对外交流的特色品
牌，迄今已演出上万场。

和之前火爆一时的“考古
盲盒”和《唐宫夜宴》一样，华
夏古乐登上热搜获得网友的
关注，是传统文化“破茧”的
自然结果，更是中原文化绽
放时代新光彩的可喜收获。
正如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
所说：“河南博物院能在短期
内出圈走红，说明优秀文化
产品在多元文化盛行的今天
并非曲高和寡，更不是乏人
问津。博物馆要真正放下包
袱，和年轻人进行真诚的交
流和对话，在内容和形式上
进行有趣的创新。”

海棠正妖娆 邀你赴花约
第十二届海棠文化节明日开幕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通讯员 程晨）棠韵春华，锦瑟碧沙。3月 9日至
30日，郑州市第十二届海棠文化节将与您再度相约春天里。

作为河南省最大的海棠品种集中地，每逢三四月间，碧沙岗公园内
60多个品种、万余株海棠嫣红万点，竞相怒放，与百万赏花市民共构“人
在花中笑，花在人中闹”的和谐画面。

本届海棠文化节以“同赏海棠花·共扬文明风”为主题，增加了文明践
行活动，让文明之光与海棠花影交相辉映。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海棠花景更美。万余株西府海棠、垂丝海棠与北
美海棠等相连相映，花海如潮，海棠大道上花枝蔓延，交错相连，构成了市
区难得一见的海棠花廊景观，灿若朝霞，宛如华盖。同时，将海棠景观外
延至拆围透绿沿线，增加海棠栽植数量。

此外，今年的海棠文化节景观氛围更浓。公园三个大门、环路等新建
改建了园林景点 20余个，南门云墙引入手绘、浮雕等新形式，配以诗词、
盆景、透窗等元素，与环路、南广场、柘园等处集中展示的海棠诗词、海棠
文化相互融合。柘园与海棠筱苑还展示由公园职工培育创作的海棠盆
景、插花、书画等。

上热搜！复原古乐器演绎《清平乐》

致全市广大妇女的慰问信
（上接一版）积极投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大局，
铆定“两化五强”美好蓝图，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
神，争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文明风尚的倡导者、敢于追梦
的奋斗者，在推动发展、促进和谐、传承文化、弘扬家风等方
面发挥更大作用，以优异成绩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妇女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工作是党
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
重视、全力支持妇女事业发展，各级妇联要发挥好桥梁纽带
作用，做好引领、服务、联系妇女的各项工作。相信广大妇
女同志们一定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为实现我市“十四五”
规划良好开局、加快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最后，衷心祝愿广大妇女同胞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
作顺利，阖家幸福！

中共郑州市委 郑州市人民政府
2021年3月8日

侯红到荥阳和中牟调研产业发展等工作

推动高质量发展和
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上接一版）在郑州煤机综机设备有限公司、郑州日产等企
业，侯红走进生产车间和装配流水线，察看生产岗位等重点部
位、重点环节安全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她叮嘱企业要树立

“隐患就是事故”的风险意识，加强安全知识培训教育、提升员工
安全素养与技能，确保安全生产每一天；要求属地政府和行业主
管部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块抓条保、上下联动做好重点
时段、重点区域、重点环节安全生产工作，依托双重预防体系全
力除隐患、防风险，织细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

孙晓红、吴福民分别参加调研。

去年我省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3.8%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省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河南调
查总队昨日发布 2020 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显示，去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810.10 元，比
上年增长 3.8%；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6142.63 元，比上年下
降 1.2%。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4750.34元，增长
1.6%，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0644.91元，下降 6.0%；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107.93元，增长 6.2%，农村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 12201.10元，增长 5.7%。去年全年，全省发放城市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金 16.12亿元，共保障城市低保人员 39.43万人；发
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 69.63 亿元，共保障农村低保人员
292.46万人。全年全省剩余 35.7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贫困村全部出列。

公报显示，2020年末全省民用汽车保有量 1759.17 万辆，
比上年末增长 8.6%，其中私人汽车 1609.65 万辆，增长 8.8%。
其中私人轿车 912.25 万辆，增长 9.5%。全年快递业务总量
31.00 亿 件 ，增 长 46.9%；快 递 业 务 收 入 249.05 亿 元 ，增 长
32.0%。年末本地固定电话用户 667.20 万户，移动电话用户
10051.38万户。电话普及率119.90部/百人。年末互联网用户
11839.70万户。去年全年共接待海内外游客55064.37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超过48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