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记者从大兴区获悉，
大兴区以满足群众殡葬需求作为
出发点， 持续深化殡葬改革， 积
极落实各项殡葬惠民政策， 在全
市做到 “五个率先”， 年均节省
群众殡葬费用400余万元。

“只要是大兴区户籍居民，
在北京市内全部免费接运， 我们
会在电话里问清楚家属是否需要
寿衣、 寿棺、 寿盒， 根据不同价
位， 优先推荐成本价的销售品供
家属自行选择。” 大兴区殡仪馆
工作人员武娜说。

2018年7月， 大兴区在北京
市率先启动殡葬改革， 出台 《北
京市大兴区殡葬改革工作方案》，
以惠民为核心， 针对大兴区户籍
居民， 出台遗体免费接运、 冷藏
（3日内） 的优惠政策； 生前为低
保、 优抚、 见义勇为、 区级以上
劳模的居民， 享受遗体接运、 遗
体冷藏 （3日内）、 遗体整容、 遗
体告别、 遗体火化、 骨灰寄存六
项费用全部免除； 对于选择骨灰
海葬、 骨灰自然葬等节地生态安
葬方式的居民， 由大兴殡仪馆提
供免费遗体接运等六项服务 。
2019年， 针对大兴区户籍居民 ，
又出台了骨灰免费寄存三年、 告
别厅降价10％、 成本价销售寿衣
寿棺寿盒等共计九项殡葬惠民政
策。

通过两年多的殡葬改革， 大
兴区的殡葬惠民政策不但每年直
接为群众减少殡葬支出400余万
元， 同时带动全区殡葬市场价格

整体下调， 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实惠。 此外， 大兴区还编制
了 《大兴区殡葬设施专项规划
（2019-2035）》。 《规划》 提出，
2021年底前， 大兴区公益性墓地
将从14个增加到21个， 形成 “一
馆 （大兴区殡仪馆）、 两墓 （天
堂公墓、 天慈公墓）、 多园 （各
镇公益性墓地）” 的殡葬设施体
系 ， 实现农村公益性墓地全覆
盖， 补齐大兴区公益性殡葬设施
短板 ， 从根本上解决群众殡葬
“最后一公里” 问题。

同时， 大兴区率先启动散坟
治理， 全面推进绿色殡葬。 2021
年底前 ， 大兴区将完成全部1.5
万个散坟治理工作。

2021年1月1日起， 大兴区取
消区内医疗机构太平间， 医疗机
构不再存放患者遗体， 改为由区
殡仪馆统一存放。 大兴区殡仪馆
直接对接各医疗机构殡仪服务业
务 ， 打通殡葬惠民政策绿色通
道， 斩断殡仪服务牟利 “源头”。
目前， 大兴区设有太平间的3家
医院已按照要求执行， 运行正常
平稳有序。

为减少逝者家属等待时间，
经协商， 大兴区殡仪馆将在区人
民医院设立遗体接运中转站， 并
派驻工作人员和灵车， 确保第一
时间接运遗体。 每例丧事花销由
过去3万元左右降低到数千元 ，
直接或间接为群众节省三分之二
的费用。 执行， 运行正常平稳有
序。

“我的颈椎总是响， 您看看
这是什么问题” “夜里睡不好，
总是醒， 睡不沉” “我这个胃，
吃点东西就觉得疼” ……日前，
北京市和平里医院共产党员先锋
队、 和医杏林志愿服务队在东城
区和平里四小开展 “学史力行践
承诺 杏林先锋送健康” 义诊咨
询活动， 为和平里第四小学、 和
平里第四小学和二校区、 和平里
第四小学东师校区百余名教师送
去健康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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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节省群众殡葬费用400余万元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孙孙艳艳

“我原以为要多跑几次才能
办好养老保险跨省转移， 没想到
拿出手机点几下就能办， 真是太
方便了！” 日前， 李女士申请将
社保关系从北京转回河北， 从发
起申请到成功办结， 前后只花了
不到15个工作日。 而按照传统的
办理方式 ， 她不但需要两地奔
波， 办事周期也需要近45个工作
日。

“长期以来， 流动就业人员
跨地区就业后， 社保转移接续的
手续比较繁琐， 费时费力， 成为
群众反映突出的一大难点 、 痛
点。” 昌平区社保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 今年以来， 针对职工在
申请跨省转移养老保险关系过程
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昌平区社保
中心持续优化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经办服务， 将职工养老保险
跨省转移业务办理的时间由原来
的45个工作日缩短至15个工作日
办结， 极大地提高了参保群众办
理转移业务的效率。

同时， 昌平区社保中心大力
推进跨省转移业务 “网上办 ”
“掌上办”， 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
腿， 群众少跑路。 “要让参保群
众线上办， 先要让参保群众了解
办事流程和办事方式。” 昌平区
社保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依托
“昌平就业” 微信公众号， 昌平
区社保中心在线上平台发布政策
指南， 详细讲解业务办理流程、
经办材料、 注意事项等， 图文指
导参保人通过 “掌上12333”、 微
信、 支付宝线上申请跨省转移业
务。

为了让参保群众的申请尽快
得到审核， 昌平区社保中心指定
专人每日负责查看并受理审核网
申业务， 发现不符合条件的申请
及时回退， 并一次性告知不成功
的原因。 针对转移基金、 信息表
数据有误等情况， 昌平区社保中
心还建立了外省协办机制， 及时
通过电话、 微信群、 QQ群等方
式与外省相关部门协调解决， 实
现问题业务台账动态清零。

记者从昌平区社保中心获
悉， 今年1-2月， 昌平区累计办
结养老保险转外省业务已达1294
笔 ， 转出基金4020.72万元 ， 业
务量同比上涨231%； 累计办结
外省转京业务403笔， 接续养老
基金1542.31万元 ， 业务量同比
上涨238%。

延庆稳步推进老年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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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打卡成功！” 连
日来， 在朋友圈晒出 “北京健康
宝” 中 “已接种第一剂次” 的界
面截图， 成为了首都高校师生中
的新时尚， 开学返校后第一时间
接种新冠疫苗成为校园里热门话
题。 截至3月26日， 首都各高校
已累计接种师生员工52万人。

3月27日至28日， 北京大学
集中开展学生疫苗接种工作。 在
邱德拔体育馆接种现场， 接种工
作井然有序， 学生们分时段、 分
批次 、 安全 、 有序进行疫苗接
种。 现场接种点共设置6个接种
工作区， 包括测温区、 知情同意
书签订及健康问询区、 信息登记
区、 疫苗接种区、 留置观察及应
急处置区、 供物资储存冷链区，
各区域都摆放了统一标识的指示
牌， 以便学生快速定位、 有序接
种。 735名学生志愿者主动报名，
全程配合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现
场播放旋律舒缓的轻音乐， 营造
出暖心、 安全的接种氛围。

目前， 新冠疫苗集中接种工
作在首都各高校已陆续开展， 师
生们响应 “应接尽接 、 应快尽
快 ” 的号召 ， 积极支持疫情防
控， 期待着早日筑起校园和全社
会的免疫屏障， 摘下口罩、 恢复

正常学习和生活。
与此同时， 市委教育工委、

市教委联合北京电影学院拍摄的
首都高校新冠疫苗接种公益宣传
片发布，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
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 中国
传媒大学教授王志， 北京化工大
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童贻
刚， 北京大学临床健康与心理学
专业研究生、 海军陆战队退伍大
学生宋玺， 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
冠军班2016级学生、 冬奥会冠军
武大靖， 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本
科生蒋依依， 北京电影学院表演
系本科生张子枫等师生代表， 向
全社会发出了 “疫苗接种、 人人
尽责” “接种新冠疫苗、 共筑免
疫长城” 的号召。

据悉， 北京市专门制定了高
校疫苗接种工作方案， 对做好高
校师生员工疫苗接种工作进行专
题部署， 随着学生返京返校， 首
都高校已经进入疫苗全面接种
期。 各高校按照市区统一安排，
成立工作专班， 协同属地稳妥有
序做好师生员工疫苗接种 。 目
前，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等多所高校已经组
织师生在校内临时接种点进行集
中接种。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任任洁洁

“我今年68岁， 身体挺好。
现在打完了第一针 ， 没什么感
觉。” 3月22日， 延庆区康庄镇刁
千营村村民康建国在镇卫生服务
中心内接种了新冠疫苗。 截至3
月25日， 延庆区18个街道乡镇共
有1822名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市
民已接种新冠疫苗第一针。

据了解， 按照疫情防控相关
部署， 3月11日， 延庆区启动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群的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 目前， 接种工作正在有
序开展中， 未接到老人接种后不
良反应报告。

康建国是刁千营村第一个报

名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村民。 22
日当天 ， 康庄镇卫生服务中心
内， 15名60岁及以上、 身体状况
良好的老人前来接种新冠疫苗。
大家戴着口罩， 有序排队。 在登
记室， 医护人员详细地询问康建
国的身体状况和既往病史， 特别
是 对 于 老 年 群 体 中 的 常 见 疾
病 和 身体问题 ， 医护人员会多
加询问、 反复确认。 对于患有高
血压的老年人， 工作人员会引导
他们进行血压测量， 最终作出科
学的判断。 “免费打疫苗是国家
给咱们的福利政策， 大伙都打了
疫苗 ， 就都安全了 。 ” 康建国

说。
目前， 延庆区各乡镇街道的

60岁及以上人群疫苗接种工作正
在全面推进， 各村、 社区通过广
播、 微信群、 入户宣传等形式，
向市民普及新冠疫苗知识和接种
禁忌， 呼吁广大市民参与疫苗接
种， 共筑免疫长城。

“老年人不仅是易感人群，
而且感染后重症率 、 死亡率较
高， 因此， 老年人是预防新冠肺
炎需要保护的重点人群， 接种疫
苗非常有必要。 希望老年朋友们
积极参与疫苗接种， 保障健康。”
延庆区卫健委副主任刘惠军说。

“国产疫苗真是好， 又保险
来又可靠！” “免疫屏障咋筑牢？
大家都要打疫苗。” 昨天， 在石
景山区半月园公园， 四人群口快
板 《打疫苗》 引来不少居民 “围
观”。 据介绍， 该作品将疫苗接
种的流程与曲艺文化融为一体，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通过朗
朗上口的词句， 宣传疫苗接种知
识。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打快板 促接种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周周美美玉玉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周周美美玉玉 通通讯讯员员 孙孙丽丽萍萍 李李娟娟

大兴区殡葬改革落实惠民政策

昌平社保跨省转移业务“网上办”

为教师义诊

“应接尽接 应快尽快”

新冠疫苗接种
成首都高校“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