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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六国土资[2017]159号文件精
神，拟对申请人:穆兰华，坐落于六安市
裕安区平桥乡南苑山庄11幢房屋1-2层，

使用的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
用途:住宅，土地面积:133 . 8平方米进行
登记，特此公告。自公告之日起15个工
作日内无异议的，登记机关将予以登
记。

六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公 告

远大·中央公园二期业主：
远大·中央公园二期将于2019年11

月13日-15日之间进行集中交付。请各
位业主根据交付通知书约定的具体时
间办理入住手续。

届时，请您携带产权人(共有产权
人)身份证、房款收据(发票)、《商品房
买卖合同》及办理不动产权证费用、物

业管理费等相关材料及费用，按时前往
春秋路与舒中支路交叉口远大·中央公
园一期南门西侧6号楼幼儿园 ,办理入
伙手续。逾期办理者，视为已按交房通
知日期交付房屋。

自本《交房通告》发布之日起，视为
已书面通知。

未尽事宜，请垂询远大·中央公园
营销中心，咨询电话：0564-2790666/
8568666

特此通告
舒城远大华鸣房地产有限公司

交房通告

(上接一版)
潘院长在看了桑世英的情况后，马

上为她在与儿街分院进行了手术，手术
非常顺利。

让患者得到实惠，在家门口享受到
上级医院的医疗服务，是霍山县紧密型
医共体改革最直接的成效。“一场手术下
来，我自己只花了1000元不到，要是到县
医院怎么也要花个3000多。我这手术还
是潘院长亲自操刀的。多亏了这医共体，
我们农村人也能花小钱，看大病，真是划
算。”桑世英说出了心里话。

“缺少好医生，高质量、有难度的手
术心里没底，但现在可以放心做了。”据
与儿街分院执行院长汪涛介绍，原先基
层卫生院各自为战，医疗水平有限，很多
病看不了，很多手术不敢做，只能把病人
推到上级医院。而病人到县级医院甚至
市级、省级医院就诊，一方面大大增加了
患者就医成本，另一方面医保基金也要
增加额外支出。

“像‘甲状腺结节’这样难度不大的
手术，如果由医共体下派专家在乡镇分
院治疗，住院5天花费3500余元，医保报
销2800元，个人支付700余元即可。但是
到县级医院手术则要花费6500元上下，
个人支付1950元，医保报销4550元。不
论公家还是个人，负担都加重不少。”程
善金仔细地算了一笔账。

“总包干，强监管，合理！”

“我们医护人员的初心和使命体现
在救死扶伤的天职上，也体现在让更多
大众能普遍享受到更优质、更合理的医
疗服务上。近年来，由于分级诊疗制度失
效、过度医疗小病大治、医疗机构自我控
费意识淡漠等等原因综合在一起，造成
了医保基金始终高位运营，收支矛盾日
益突出。我们县建立紧密型医共体，初衷
就是为了缩小医保基金的缺口。”霍山县
医共体集团董事长潘家东深有感触地
说。

无庸讳言，过度医疗导致的医保基
金缺口一直都是医疗改革所需面对的主
要问题。霍山县36万户籍人口，合理的住
院率应在12%到13%之间，然而，近年来该
县住院率始终在19%到20%之间徘徊，远
远超过了合理的人数比例。过高的住院
率导致了2017年霍山县医保基金缺口达
3500余万元，2018年更是飙升到了7500

余万。
医共体改革过程中，霍山县反思求

变，对城乡居民医保基金实行“总额预
算、包干使用”管理，发挥医疗保险对医
疗服务引导和医药费用控制的杠杆作
用，将过去按项目付费模式变为现在医
共体“按人头总额预算、结余留用、超支
不补”模式，使过去争抢患者的不同层级
医疗机构，转变为利益一致的共同体，激
发医共体内部合作共赢、自我控费的内
生动力。

霍山县医保局联合卫健委出台《关
于县域内定点医疗机构居民医保报销费
用审核的通知》，规范审核流程，严格对
照医保政策和相关要求，对成员单位收
治的居民医保患者报销费用进行合理性
审核，同时考核医共体成员单位参保患
者住院指征、次均费用、单病种执行率、
实际补偿比、县外转诊率等医保运行指
标，并将考核结果与医保基金年终结算
挂钩，在确保医疗质量的同时控制费用
不合理增长。

据统计，2019年7月，霍山全县住院
4425人次，同比下降14 . 04%、较前6个月
平均住院人次下降4 . 86%；住院报销费
用1727万元，同比下降12 . 44%、环比基本
持平；县内县级和乡镇医疗机构次均住
院费用分别为5591元和2206元，同比分
别下降101元和664元。

“通过医共体建设，我们进一步严格
入院指征，严禁门诊转住院，小病大养等
现象得到有效控制，各项运行指标得到
进一步优化。”程善金介绍说。

村民看病不再难 医共体改革显红利

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2003年10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
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制定了振兴战略的各项方
针政策，吹响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号角。

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老工业基地的体制性、结
构性矛盾日益显现，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和

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的改革和发展。中共十六大报告强调要“支持东北地
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2003年10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
地战略的若干意见，标志这一战略正式实施。12月，国
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成立。

此后，中央先后在东北地区实行了一系列促进
振兴的优惠政策，振兴战略得到进一步展开。

经过努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取
得初步成效。一批重大项目顺利实施，一批重点老企
业的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
衰退产业援助机制日益形成。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
和国有企业改制改组步伐逐步加快。东北地区开始
呈现出差异化发展、协作分工的良性态势。

在此基础上，2007年8月，经国务院批复的《东
北地区振兴规划》发布，提出经过10年到15年的努
力，实现东北地区的全面振兴。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是着眼于实现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目标全局的一项重大举措，是中央继建
设沿海经济特区、开发浦东新区和实施西部大开发
战略之后，加快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又一项重大战
略决策。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2002年11月，中共第
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在21世纪的头20年，
使我国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
康，发展到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
会。

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
第一次用“小康之家”四个字来描述我国现代化的
阶段性目标。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到
20世纪末要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1987年10

月，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
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
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
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
本实现现代化。

到20世纪末，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
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

小康水平。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我国要在本世纪头二十
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
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
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
民生活更加殷实。

中共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
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符
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人民的愿
望，意义十分重大。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新新中中国国峥峥嵘嵘岁岁月月

第第二二届届中中国国国国际际进进口口博博览览会会闭闭幕幕

11月10日，在上海国
家会展中心，一名小女孩
和“进宝”合影。
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10日闭幕。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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