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版时局政经 |
新闻爆料：huaxiazaobao@126.com
责任编辑 |李君 版式编辑 |张丽 校对 |卢路

华夏早报

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水利部：局地地下水超采问题仍突出
　　11 月 22 日召开的国务院
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中国水利部
副部长魏山忠对外表示，中国
局地地下水超采问题仍突出，
地下水超采区总面积达 28.7
万平方公里。
　　魏山忠对将于 12 月 1 日
实施的《地下水管理条例》的
相关背景和内容进行介绍。
　　他表示，中国高度重视地
下水管理和保护，水利部会同
有关部门，先后组织开展了划
定地下水超采区、建立地下水

取水总量和水位“双控”指
标、实施南水北调东中线受水
区地下水压采、推进华北地区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等工作，
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国地下水
年开采量，从 2012 年达到最
高 1134 亿立方米后，2020 年
回落至 892 亿立方米。
　　在取得成效的同时，魏山
忠坦言，当前，中国地下水保
护利用还存在两方面突出问
题。
　　一是局部超采严重。目前，

全国 21 个省区市存在不同程
度的超采问题，个别地区甚至
存在开采深层地下水问题，地
下水超采区总面积达 28.7 万
平方公里，年均超采量 158 亿
立方米，其中华北地区地下水
超采问题最为严重。超采导致
地下水水位下降、含水层疏干、
水源枯竭，引发地面沉降、河
湖萎缩、海水入侵、生态退化
等问题。
　　二是污染问题突出。城镇
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放、农

业面源污染导致地下水污染。
根据《2020 年中国生态环境
状况公报》，以浅层地下水
水质监测为主的 10242 个监
测点中，Ⅰ -Ⅲ类水质的监
测点只占到 22.7%，Ⅳ类占到
33.7%，Ⅴ类占到 43.6%。除
水文地质化学背景影响外，污
染是影响地下水水质的主要原
因。地下水更新慢，超采、污
染问题治理修复难度大。
　　为保障地下水质量和可持
续利用，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

起草了《地下水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条
例》于 9月 15 日在国务院第
149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条例》作为中国第一
部地下水管理的专门行政法
规，将为强化地下水管理，防
治地下水超采和污染起到十分
重要的作用。”魏山忠表示，
水利部将加快开展新一轮地下
水超采区划定。

“长三角一体化”三周年：105项政务服务实现跨省通办

　　105 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
长三角区域跨省通办，30 类
高频电子证照实现共享互认；
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实现长
三角互联互通……19 日，浙
江官方在杭州举行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三周年
浙江省系列主题活动启动仪

式，该省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中的三年“成绩单”公布。
　　为优化一体化发展总体布
局，该省全面部署一体化创新、
畅通、协调、开放、智治、美
丽六大行动，以“四大建设”
为主平台，以省际、市际毗邻
区为突破口，推动都市圈联动

发展；唱响杭州宁波“双城记”，
启动共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一地六县”长三角产业合作
区，推进杭绍甬、甬舟、嘉湖
一体化发展，推动山区 26 县
融入长三角，构建“内外联动、
全域协同”的一体化推进格局。
　　在推动一体化发展方面，

浙江取得一批普惠共享的成
果。交通方面，该省加速推进
“轨道上的长三角”，高铁运
营里程达 1500 公里；5条省
际断头路打通，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全面取消。办事方面，
105 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长三
角区域跨省通办，30 类高频

电子证照实现共享互认，首批
94 项居民服务“一卡通”应
用在“浙里办”上线。
　　浙江参与共建长三角科技
资源开放共享平台，引入沪苏
皖优质机构 2900 多家，与沪
苏皖跨区域技术交易合同金额
超 756 亿元。

“十四五”末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力争达 70%以上
　　推进基本医保跨省异地就
医费用直接结算，是完善医保
制度、解决人民群众突出关切
的重要改革举措。24 日召开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
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服
务更便捷、更高效。
　　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工作持续推进，跨省异地就
医定点医疗机构数量和备案人
数稳步增长，结算人次、医疗

费用和基金支付规模不断扩
大。今年前 10 个月，全国住
院和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超
过 1000 万人次。
　　为拓展这项惠民改革成
果，此次会议提出的措施包括：
完善相关政策，简化手续方便
参保人员异地备案，稳步提高
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力
争“十四五”末达到70%以上；
扩大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地区覆盖面，明年实现全国
每个县都至少开通一家联网定
点医疗机构，开展门诊费用跨
省直接结算；有序开展高血压、
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
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
排异治疗 5种门诊慢特病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试点，明年底前
覆盖所有统筹地区。
　　此外，会议还提出要加快
全国医保信息平台建设、完善

常态化监管机制等措施。
　　目前，住院费用跨省直接
结算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
开，覆盖所有省份、所有统筹
地区、各类参保人员和主要外
出人员，5万多家医疗机构提
供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
结算服务。门诊费用跨省直接
结算试点逐步扩大。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对解决老百姓在异地就医方面

的堵点、难点问题具有重要意
义。”中国社科院公共经济学
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进一步
推进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
作，可以有效降低群众报销垫
支、来回跑腿的成本，同时实
现医疗行为可追溯、可观测，
有效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
与监督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