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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帮问

市民陈女士：我是焦作退休职工，患有慢性支气管炎，想到江苏
省南京市长期生活，能办理异地就医备案，享受跨省异地就医门诊直
接结算吗？

慢性支气管炎能跨省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吗

1月23日是农历小年，铁路将迎来
节前客流高峰，并在随后的几天里呈现
持续上升状态。然而，当旅客提着大包
小包来到火车站乘坐火车时，一些旅客
却因携带铁路部门禁止、限制携带的物
品而被安检人员拦下。那么，哪些物品
不能带上火车呢？记者根据《铁路旅客
禁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为您
总结了一份自查清单，希望您能在乘车
前开箱检查一下，避免带来不必要的麻
烦。

除了较为熟悉的枪支、子弹类（含
主要零部件），弹药、炸药、雷管等爆破
器材，烟花、鞭炮等爆炸物品类，管制刀
具等管制器具，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易燃液体、易燃固体等易燃易爆物品，
氰化物、杀虫剂、除草剂等毒害品，硫
酸、盐酸、有液蓄电池等腐蚀性物品，以
及放射性物品、感染性物质等共十类物
品禁止托运和随身携带外，刀刃长度超
过60毫米的菜刀、水果刀等日用刀具，
手术刀、刨刀等锐器，棍棒、球棒、桌球
杆、曲棍球杆等钝器，斧头、射钉枪、铁
锹、镰刀等工具农具，非机械弓箭类器
材，消防灭火枪，飞镖、弹弓，不超过50
毫升的防身喷剂等禁止随身携带但可
以托运。

在安检过程中会发现，一些旅客
为了途中用餐方便，会携带自热食
品。然而，自热食品发热包的主要原
料为镁铝粉，属于易燃易爆物，乘火车
时是禁止托运和随身携带的。对于年
货清单中的白酒，酒精浓度超过70%
的酒类饮品属于易燃易爆物品，禁止
托运和随身携带，其他白酒没有品种
限制，但应密封包装好、标识清晰，且
度数不得超过 70 度，累计不得超过
3000毫升。但要注意，散装类酒水（如
散装白酒、自制米酒）不能通过安检进
站上车。密封包装好的鸡、鸭、腊肉、

海鲜等生鲜年货作为食品可以携带上
车。榴梿、螺蛳粉等气味较大的食物，
密封包装后也可以携带乘车，但不能
在车内食用。花生油、菜籽油等经判
别，确属食用油的产品可以携带，但需
要密封包装、妥善保管。

同时，很多美妆、美发用品也有携
带要求，限制随身携带的物品这一种类
中所包含的生活常用品最多，比如冷烫
精、染发剂、摩丝、发胶、杀虫剂、空气清
新剂等自喷压力容器。目录中规定，旅
客可随身携带的容器容积不超过150
毫升，每种限带1件，累计不超过600
毫升。香水、花露水、喷雾、消毒凝胶等
含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压力容器日用品
的，单体容器容积不得超过100毫升，
每种限带1件。

对于有些旅客饲养的“毛孩子”，甚
至宠物蛇等异类宠物，铁路规定，除了
视力障碍旅客携带取得导盲犬工作证
的导盲犬，以及作为食品且经封闭箱体
包装的鱼、虾、软体类水产动物外，任何
活体动物，不论体型大小都不能带上火
车。

此外，标志清晰的充电宝、锂电池，
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Wh（瓦时），
约27000毫安的充电宝可以带上火车，
含有锂电池的电动轮椅除外。

需要提醒有吸烟需求旅客的是，动
车组列车全程各部位严禁吸烟，电子烟
也不可以。普通旅客列车车厢内严禁
吸烟，目前部分列车在车门或车厢连接
处设有吸烟点。每名旅客可以随身携
带安全火柴不超过2小盒，普通打火机
不超过2个，香烟不超过50条，打火机
油是禁止携带的。

最后提醒准备乘坐火车出行的旅
客，您要留意好哪些物品不能带上车，
对于拿不准的物品，可登录铁路12306
官网查看禁限物品具体目录。

市医保局：陈女士的病种是不能享
受跨省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的。

目前，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的门诊慢特病病种有10种，分别是高
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透
析、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冠心病、病毒性
肝炎、强直性脊柱炎。

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门诊慢
特病病种有36种，分别是恶性肿瘤门
诊放化疗、透析、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
高血压、糖尿病、结核病、克罗恩病、溃
疡性结肠炎、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增
生异常综合征、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
性障碍、持久的妄想性障碍（偏执性精
神病）、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的精
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

肾病综合征、急性脑血管疾病后遗症、
帕金森病、血管性痴呆、冠心病（支架/
搭桥/球囊）、冠心病（非隐匿型）、慢性
心力衰竭、高脂血症、甲状腺功能亢进
症、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肺间质纤维化、肝硬化、自身免疫性肝
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
强直性脊柱炎、抑郁症（中、重度）、前列
腺增生（中、重度）、视网膜静脉阻塞。

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后，备案就医地
有相应门诊慢特病病种及限定支付范
围的，执行就医地支付范围，参保人员
可以享受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如果备
案就医地无相应门诊慢特病病种的，参
保人员需自费垫付后回参保地按规定
进行手工报销。

本报记者 杨 珂

本报讯（记者杨珂）日前，市民高
先生拨打帮办热线咨询：“我是一家小
微企业的负责人，听说政府有创业担
保贷款进行扶持，都需要哪些条件？
可以同时申请财政贴息和非财政贴息
两种贷款吗？”

市人社局对此进行了回复。创业
担保贷款，是由政府出资设立创业担
保基金，为符合贷款条件的经营者提
供担保，由合作经办银行发放贷款，财
政部门予以贴息的专项贴息贷款。在
法定劳动年龄内，诚实守信，自主创业
时不在企事业单位就业的全市各类创
业人员都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目前，我市创业担保贷款按照贴
息方式分为财政贴息创业担保贷款和
非财政贴息创业担保贷款。个人可最
高申请30万元财政贴息贷款；合伙创
业的经济实体和小微企业，可申请最
高400万元财政贴息贷款；对符合条
件的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给予贷
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即创业
者每万元每年只需负担200元左右的
利息，剩余部分利息由财政负担。可

享受累计次数不超过3次。
如果在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政策期

满后，或不符合微利项目贴息政策扶
持条件，可申请非财政贴息创业担保
贷款。个人创业可申请最高50万元
贷款，合伙创业的和小微企业，可申请
最高500万元贷款。目前每万元每年
需负担360元左右利息，贷款次数不
受限制。

申请财政贴息创业担保贷款，需同
时满足3个条件：1.申请人及其配偶在
申请贷款时，除助学贷款、脱贫人口小
额信贷、住房贷款、购车贷款、5万元以
下小额消费贷款（含信用卡消费）以外，
没有其他经营性贷款；2.从事的行业属
于国家规定的微利项目；3.享受过财政
贴息创业担保贷款不超过3次的。

在符合财政贴息贷款条件的创业
者，也可申请组合贷，即同时申请财政
贴息和非财政贴息两种贷款。组合贷
最高不超过50万元，即“30万元财政
贴息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非贴息创
业担保贷款”，可享受累计次数不超过
3次。

市人社局回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1条明确，劳
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负责管辖本区域内
发生的劳动争议。劳动争议由劳动合
同履行地或者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双方当事人分
别向劳动合同履行地和用人单位所在
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
由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管辖。

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
则》第8条规定，劳动合同履行地为劳
动者实际工作场所地，用人单位所在地
为用人单位注册、登记地或者主要办事
机构所在地。用人单位未经注册、登记
的，其出资人、开办单位或者主管部门
所在地为用人单位所在地。有多个劳

动合同履行地的，由最先受理的仲裁委
员会管辖。劳动合同履行地不明确的，
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管
辖。案件受理后，劳动合同履行地或者
用人单位所在地发生变化的，不改变争
议仲裁的管辖。

需要提醒广大劳动者注意的是，劳
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
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
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
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上述一年仲
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
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
内提出仲裁申请。

本报记者 杨 珂

回家过年，这些物品不能带上火车
本报记者 李 锴

创业担保贷款需要啥条件

市民左先生咨询：我与单位发生劳动争议，我的单位在焦作，但
工作地点在外市，我该向哪里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发生劳动争议，应该向哪里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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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改玲）在智
能终端“横行”的时代，真没有
人读纸质书了吗？答案是否定
的，记者昨日从市图书馆获悉，
该馆2024全年借、还书48万余
册次。

纸质书受欢迎，和市图书
馆提高服务质量、积极举办阅
读推广活动有关。

记者获悉，市图书馆可提
供全天候、零门槛、无障碍、常
态化延时服务，全年365天无闭
馆日，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
馆内还设置有无障碍通道、盲
道等无障碍设施，方便特殊人
群开展阅读。去年年初，该馆
将延时服务常态化，每天开放
时间为8时30分至22时，中午
不闭馆，周开放时长达94.5小
时。2024年，该馆共接待到馆
读者62万余人次，借、还书48
万余册次，日接待读者最高
6000余人次。

图书馆丰富的书籍、优质
的服务，让市民爱上图书馆、爱
上看书。其中，市民双宏昌、姚
栋、李雪勤2024年总借阅次数
分别为815次、596次、572次，
位居读者借阅次数前三名。

该馆将六楼电子阅览室升
级改造为“自修室”，一楼大厅
打造成数字有声听书墙，五楼
陈展室则由白天的“银龄”老年
活动基地变身为夜校课堂。在
对一楼借阅室中央空调进行升
级改造后，馆内阅读环境更加
舒适、温馨。除提供免费借阅、
检索、自修、讲座、展览等国家
规定的基本服务外，该馆还免
费提供开水、充电、打气、轮椅
等辅助性服务。

为了打通公共文化服务
“最后一公里”，该馆积极推动
总分馆体系和馆外流通点建
设，优化馆藏资源延伸服务半
径。去年，该馆先后在北清中

学等6家单位新建馆外服务网
点。目前，该馆已建成城市书
屋、馆外流通点、校园读书角等
65家服务网点。

去年12月底，该馆推出社
保卡借阅服务后，读者凭社保
卡或电子社保卡即可借书，实
现社保卡、身份证、读者证一卡
通用，极大地方便读者借阅。

纸质书借阅量喜人，数字
阅读也不落后。2024年，该馆
不断加强数字化建设，广泛开
展线上资源宣传推广，利用数
字有声听书墙、移动终端阅读
器、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将“焦作
市郊区志、戏曲志”等地方文献
资源，以及“网络书香·阅见美
好”电子图书资源等海量和优
质数字资源呈现给广大读者，
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移动阅读的
个性化、多样化需求。截至目
前，数字资源浏览量60.9万次，
下载量14万次。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记者
昨日从武陟县文化馆获悉，1月
9日，以“新质引领 融合焕新”
为主题的2024年河南文化产
业盛典于郑州举行。非物质文
化遗产黄河泥埙代表性传承人
王小建（王建）荣获本次榜单中

“豫匠人物”称号。
为传承弘扬中国古埙文

化，王小建创办黄河泥埙坊，在
承袭先人制埙技艺的基础上，
三十年潜心研究，守正创新，坚

持纯手工制作，不断改进古埙
制作技艺，攻克了传统工艺高
音难吹、音准不易统一等技术
难关，成功研制了黄河泥埙五
音孔埙及指法，再现了真正意
义上的古埙音色及古埙文化，
完成了埙由单一品种到系列化
作品的发展。

王小建对古埙的传承与发
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作品被
河南博物院、二里头博物馆、乐
圣朱载堉纪念馆等单位以及全

国多位专业演奏家们收藏。获
得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
利。成功申报并获批省级王小
建黄河泥埙大师工作室。

“匠心不改，薪火不灭。”王
小建说，他今后仍会致力于黄
河泥埙制作与吹奏技艺的研
究，传承弘扬中国古埙文化，同
时也会与时俱进，不断优化传
承与弘扬方式，让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新时代中薪火不灭，
焕发新辉。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
李锴）古诗说：“人间四月芳
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意
思是4月份左右，山中的桃
花才开，可最近，在沁阳市
神 农 山 景 区 出 现“ 奇
观”——部分景点的山桃花
已悄然绽放。

据景区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这是历年来最早的山
桃花盛开，比以往都要提前
许多。

记者看到，神农山景区
提前绽放的山桃花清新怡
人，带给游客春天的气息。

那么，啥因素导致春花
早开呢？

记者从市公园服务中心
园林专家处了解到，最近，山
中桃花开放主要是焦作气温
持续偏暖，导致山桃花提早
绽放。

不仅在焦作，整个华北
地区，都有不少春花冬开，其
中“早开清单”里包括蜡梅、

山桃花、迎春花等，基本上比
正常开放时间（2月至4月）
提前了三周之多。

虽然一部分山桃花已
开，并不影响今年春天山桃
花的正常开放，因为提前开

的只是小部分，大部分还是
将会在春天时节正常开放。

上图 神农山景区绽放
的山桃花。

张源杰 摄

“夏天，车间里很热，伴
随着震耳欲聋的滚压机声
响，男职工都光着膀子在流
水线上工作……”

1月18日，《陶三·记忆
展》展厅内，络绎不绝的游客
中有一位比较特殊——原焦
作市陶瓷三厂为数不多的一
名女职工梁瑞霞。她望着原
貌保留的半成品生产流水
线，记忆又回到了上世纪80
年代。

这个展厅，位于陶三文
化艺术园中部，由原来的成
型车间改造而成，面积1300
平方米，以“蝶变”为主题，由
6个篇章组成，通过强烈的
新旧对比，唤起人们的历史
记忆和对未来的憧憬。

当日，记者走进展厅，如
同迈入“时光隧道”——

半成品生产流水线“重
见天日”。成型、烘干、修坯、
洗坯……原汁原味再现昔日
生产场景。“破产当天还在生
产。老生产线原样保留至
今！”有着31年工龄的原焦
作市陶瓷三厂职工、现为该
展厅讲解员的李省军说。

极富时代特征的车间氛
围。入门墙上，“改革创新
追求品质”几个红底白色大
字。黑板报上，2008年“心
系汶川，抗震救灾”捐款光荣
榜记录着工人为汶川捐款

2377元，以及标题为“执行
ISO9000标准 使质量管理
接轨国际”的文字介绍……

旧机器再现生产流程。
球磨机、泥浆震动筛、双杠泥
浆泵……一字排开的各种旧
机器，有了新用途：见证历
史，科普知识。

溯 源 焦 作 陶 瓷 发 展
史。陶正宁封、焦作名源、
战汉釉陶、唐宋雄风、火色
焦作……各个展区文图并
茂，结合考古实物，生动展
示焦作陶瓷发展史和陶三
的前世今生。

此外，一件件出口海外
的陶瓷产品见证陶三的高光
时刻，一张张荣誉证书再现
陶三的光辉岁月、一张张珍
贵的老照片留下了工友们的
青春记忆……“上世纪90年
代，河南省唯一一位景德镇
陶瓷学院的本科生分配到了
陶三；我一个月三次赴唐山
学习……”李省军现场讲解，
成为该记忆展的生动补充。

“该记忆展深挖陶瓷历
史，讲好陶瓷故事，对于坚定
文化自信、传承城市文脉、留
住城市记忆具有重要意义。”
市文广旅局一位负责人说。

上图 市民在展厅内参
观。

本报记者 王梦梦 实
习生 李 想 摄

我市读者全年借、还书48万余册次

工业遗址“复活了”
——《陶三·记忆展》走笔

本报记者 李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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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山
山桃花开了
天气暖和是主因

1月15日，焦作影视城工作人员在精心布置景区。随着新
春佳节临近，影视城以“潮玩秦汉过大年”新春庙会活动为主
线，开设赏国潮盛宴、逛繁华集市、赶民俗盛会等丰富多彩的
主题活动，为广大游客奉上了一场国潮盛宴。

李良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