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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镇扬等四大片区城市签署一卡通互惠协议

明年一卡通刷卡实现全省互惠

江苏食用农产品
2020年实现全程追溯

南京公布“十三五”养老服务业发展规划

新建城区、居住区
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

蒋宏坤当选省慈善总会理事会会长
江苏各级慈善总会累计募集资金逾221亿元，救助困难群

众超千万人次

医疗护理、住房、教育……

江苏从七大方面救助供养特困人员

晨报讯（通讯员 曹佳雯 记者 陈彦）继公
交一卡通全省互联互通之后，年内江苏居民出
行又迎利好。记者从昨天下午在宿迁举行的
全省市际交通一卡通互惠协议发布会上获悉，
宁镇扬、苏锡常、通泰盐、徐淮连宿四大片区城
市正式签署一卡通互惠协议，这意味着居民手
持江苏交通一卡通将实现在各自片区内享受
所在城市的刷卡优惠。到明年底，这一互认优
惠将扩展至全省，但跨片区的优惠力度将视各
地财政投入力度确定。

据介绍，自我省发行交通一卡通以来，得
到了全省广大居民的充分认可。互刷互认范

围的扩展让居民只需持有一张卡就能在不同
城市乘公交、坐地铁、支付出租车费，极大地提
高了公众出行的便利性。去年年底，已经实现
全国41个重点城市的互联互通。

从今年1月至今，全省累计发行一卡通新
卡43.11万张，总交易量1668万笔、1936万
元，跨市互通交易111.79万笔、206.45万元。
今年全省交通一卡通刷卡量预计将超1900万
笔，预计“十三五”末可达到1亿笔。

“目前全省一卡通互联互通范围占全国开
通城市数的30%以上，江苏居民本省出行在
共计2401条公交线路、26条BRT线路、10条

地铁线、3条有轨电车线、1676个公共自行车
站点、6 条轮渡线均可使用一卡通刷卡结
费。”省交通厅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毗邻地
区居民交往的日益频繁，居民对刷卡“互惠”的
需求也日益旺盛。为了让相邻地区的居民可
以享受到更多的出行优惠，昨日我省宁镇扬、
苏锡常、通泰盐、徐淮连宿四大片区内的城市
正式签署互惠协议，预计在今年底实现同一片
区刷省版一卡通享受所在地居民优惠的政策。

参会的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局长陈雷告诉记
者，南京在一卡通互惠方面的推进力度一直居
前，去年上半年就已实现宁镇扬都市圈三市互认

互惠，虽然扬州和镇江现在还没有地铁，但两地
的居民来南京刷卡同样享受南京居民乘坐公交
8折、地铁95折以及90分钟内换乘优惠的政策。

不仅如此，在今年年内实现省内4片区城
市一卡通互刷优惠后，到明年年底，这一惠民
举措还将扩展至全省，打通片区限制，真正实
现一卡通刷卡全省互惠。但考虑到全省各城
市经济水平，公交补贴力度不同，对于跨片区
的刷卡优惠互认力度目前正在研究方案。同
时，省版一卡通的刷卡范围还会进一步扩展，
今后包括城乡客运班线、旅游专线、停车场等
交通相关领域都将逐步推行。

晨报讯（记者 仲永）“特困人员的供养标
准，按照当地上一年度城镇常住居民和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50%比例确
定，各地要将供养经费足额纳入县级财政预
算。”昨日，江苏省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完善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明确要从医疗护理、住房、教育等7大
方面，全面保障我省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

《意见》明确，城乡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
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同时属于无劳动能
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
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应当
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

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内容涵盖7大方
面。一、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包括供给粮油、
副食品、生活用燃料、服装、被褥等日常生活
用品和零用钱。二、提供照料护理服务。对
生活不能自理的失能、半失能特困人员给予
照料、护理服务。特困人员住院治疗期间，由
所在乡镇（街道）适情安排必要照料。三、提
供医疗保障服务。全额资助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医疗费用经基
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等医疗保

障制度规定支付后仍有不足的，由救助供养
经费予以支持。四、提供丧葬服务。特困人
员死亡后的丧葬事宜，集中供养的由供养服
务机构办理，分散供养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委托村（居）民委员会或者其亲属
办理。丧葬费用可以从救助供养经费中支
出。五、提供住房保障。对符合规定条件的住
房困难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通过配租公共租
赁住房、发放住房租赁补贴、城乡特困人员危房
改造等方式给予住房救助保障。六、提供教育
保障。保障特困人员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对在
义务教育阶段就学的特困人员，给予教育救助；
对在高中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
育阶段就学的特困人员，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
当教育救助。七、提供关爱服务。

特困人员供养标准由设区市人民政府确
定、公布。健全特困人员供养标准调整机制，按
照当地上一年度城镇常住居民和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50%比例，确定城
市和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标准，苏南、苏中、苏北
地区平均供养标准分别不低于40%、45%和
50%。各地要按照救助供养标准足额安排资
金，将供养经费足额纳入县级财政预算。

晨报讯（通讯员 季静 徐山 记者 仲永）
昨天上午，江苏省慈善总会第三次会员代表
大会在南京举行，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蒋宏坤当选省慈善总会第三届理事会会长，
省民政厅厅长侯学元当选常务副会长。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截至2015年底，江
苏各级慈善总会累计募集慈善资金221.21
亿元，救助困难群众人次超过1000万。在
2014年8月第三届全国城市公益慈善百强
城市评选中，江苏省31个城市上榜，占总数
的28.4%，其中“七星级城市”江苏省12个，
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近几年来，省慈善总会先后实施了助孤、

助学、助残、助老、助医、助困等50多个慈善
救助项目，累计救助支出4.22亿元，救助困
难群众55万人次。在此基础上，省慈善总会
还格外注重救助项目品牌打造，提升救助项
目品牌效应。

未来5年，慈善总会将大力推进基层慈
善组织建设，使慈善工作更接地气。到2020
年，我省每个城乡社区拥有1家以上登记或
备案的互助性慈善组织，企事业单位建立登
记或备案的互助性慈善组织形成规模。截至
2015年底，全省共有街道（乡镇）慈善分会
965个，村（居）工作站9031个。今年基层慈
善组织覆盖率有望突破60%。

晨报讯（记者 仲永）日前，省政府办公厅
下发《江苏省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工作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到2020
年，全省初步建成覆盖全省主要食用农产品、重点
食品、药品、农业生产资料、特种设备、危险品、稀
土产品等重要产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全过程追溯体
系。建成重要产品追溯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实现
有关部门、地区和企业追溯信息互通共享。

《实施方案》要求全省按照统一技术标准
和建设原则，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地区选择畜
禽肉、蔬菜、生鲜乳、虾蟹类等食用农产品统
一开展追溯体系建设，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
追溯范围，力争到2020年，农业产业化国家
重点龙头企业、有条件的“菜篮子”产品及“三
品一标”规模生产主体率先实现可追溯。围
绕乳制品、白酒、食品添加剂、肉制品、食用植
物油等重点产品，督促引导生产企业依法建
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完善管理制度，明确数

据采集、传输、汇总、保存、使用等职责要求，落
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推动追溯链条向食品
流通、餐饮服务环节延伸，实现全链条可追溯。

《实施方案》还重点提出要大力推进药品
生产流通使用全过程追溯体系建设，加快推
进制剂、原料药、中药材、中药饮片等类别药
品追溯体系建设，实现药品追溯系统与医疗
信息系统、药品集中采购平台对接，形成全品
种、全过程追溯与监管链条。

记者还注意到，《实施方案》还明确了实
施步骤。2017年4月底前，各设区市人民政
府和省有关部门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建设追
溯体系的产品品种和产品目录，制定具体的
工作推进方案。2017－2019年，全面推进
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建成全省重要产品
追溯信息共享交换平台。2019－2020年，
拓展完善平台应用功能，总结评估追溯体系
建设成效，推广追溯体系建设经验。

“十三五”期间，南京市人口老龄化比例
将在20%高位以上逐年增长，多元多样的养
老服务需求更加迫切。南京市政府办公厅近
日印发《南京市“十三五”养老服务业发展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其中提到，重点支持
民办护理院、康复医院和提供临终关怀服务
的养老机构，新建城区和新建居住（小）区，要
按标准要求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

引导养老机构向养护型发展

完善居家养老服务，《规划》要求，服务机
构要整合家政、物业、餐饮、物流等服务资源，
组织开展以“助餐、助医、助浴、助洁、助急”为
主要内容的服务。推动现有公办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转型。推动居家上门服务所提供的医
疗保健、康复护理服务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相衔接。

完善社区照顾服务，社区将无偿提供办
公服务用房，引入各类专业化、社会化的养老
服务组织开展社区养老服务。完善机构养老
服务，通过新建、改建、租赁建设等方式，稳步
增加机构养老床位数。重点支持民办护理
院、康复医院和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养老机
构。引导新建养老机构向养护型发展，鼓励
现有养老机构通过与医疗机构合作等方式，
向养护型养老机构转变。

探索医养融合，推进居家养老

推广医养融合服务，《规划》提出，支持有
条件的养老机构设置医疗机构，积极探索居
家养老服务组织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养

融合”工作，推进医护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
构建设。开展上门基本医疗服务、开设家庭
病床等服务试点，将符合条件具备医疗服务
资质的养老机构纳入医保定点。积极构建

“养老院+医院”模式的医养联合体，让入住
养老机构老人享受“医院式”专业、周到的医
疗保健服务。具备“医养一体”条件的养老机
构，可与其合作的基层医疗机构参照病房模
式对养老床位进行管理。

推进老年精神关爱，《规划》特别提到，要
建立完善老年人精神关爱建设软、硬件标准
及服务评价制度，以街（镇）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管理中心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为
平台，推进老年精神关爱体系建设。

新建居住区配套养老服务设施

如何做好养老服务设施配套？《规划》要
求，养老设施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和年度用地计划，并在国有建设用地供应
计划中予以优先安排。新建城区和新建居住
（小）区，按标准要求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
鼓励民间资本对企业厂房、商业设施及其他
可利用的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和改造，用于提
供养老服务。加强老年人活动场所和便利化
设施建设，在公园、绿地、广场等空间开辟老年
人活动场所。采取政府资助与个人支付相结
合的方式，实施面向高龄老人、失能老人无障
碍设施及宜老居家设施改造。到2020年全
市实现居家呼叫服务和应急救援服务信息网
络覆盖率100%，社区办公服务用房用于养老
服务面积比例必须超过40%，每千名户籍老
人拥有养老床位达到50张。 记者 黄欢

爱心企业慷慨解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