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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按照市医
保局印发的《关于规范口腔种植医疗
服务价格项目及调控医疗服务价格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5月5日
起，我市三级、二级、一级和其他公立
医疗机构单颗常规种植牙医疗服务价
格全流程调控标准分别为 4312 元、
3920元、3724元和3528元，各级公立
医疗机构不得突破调控标准收费。当
天，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我市公立医
疗机构已经在执行新的医疗服务价格
标准，叠加种植体集采和牙冠竞价挂
网降价效果后，单颗常规种植牙总费
用降至6000—7000元。

据了解，口腔种植的费用大致分
为种植体、牙冠和医疗服务三个部
分。在此前，动辄上万元的价格，让不
少患者望而却步。

“真的降价了吗”“价格能便宜多
少？”5日一大早，西南医院口腔科就迎
来不少前来咨询的患者。

“按照《通知》，我们单颗种植牙全
流程医疗服务价格标准在4312元以
内。”西南医院口腔科有关负责人介绍，
单颗种植牙全流程医疗服务价格包含
了门诊诊查、生化检验和影像检查、种
植体植入、牙冠植入等医疗服务费用，
但不包括种植体系统、牙冠等医用耗材
及拔牙、牙周洁治、根管治疗、植骨、软

组织移植、种植体即刻种植和即刻修复
置入等项目费用。

据了解，除了控制医疗服务价格标
准，我市已落地执行种植体集采价格，
其价格在600—1800元左右，单牙种
植用全瓷牙冠挂网价格在300—600
元左右，所以总体来说，单颗常规种植
牙总费用不超过7000元。

在市人民医院口腔科，前来咨询
种植牙价格变化的患者也明显增加。
该院口腔科主任陈英称，对患者来说，
口腔种植的收费标准更加透明了，“以
前，可能不少患者并不清楚自己到底
缴了哪些项目的费用，现在就一清二
楚了。”

据了解，《通知》规范调整了“种植
体植入费（单颗）”等15项医疗服务价
格项目，各项目的收费标准都有明确列
项，其中，“种植体植入费”等12项医疗
服务价格项目实行政府指导价，“种植
体植入费（全牙弓）”等3项医疗服务价
格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并且明确要求
不能重复收费。

此外，《通知》还鼓励民营医疗机
构参照执行公立医疗机构政府指导价
和单颗常规种植牙全流程调控标准，
记者从市内部分民营医疗机构了解
到，这些医院也从当日起按照新的标
准执行。

我市公立医院单颗常规种植牙
总费用降至6000至7000元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民生实
事办得怎么样，下一步怎么干？群众居
民说了算——5月5日，渝北区回兴街
道举行民生实事报账会，向社区群众及
部分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
介绍2022年度十类民生实事办理情
况，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并通过网络直
播接受社会监督。

“民生项目千头万绪，我就从凯歌
三支路小区人行道树木修枝说起。”回
兴街道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工作
人员崔燕第一个上场报账：

一年来，回兴街道共修补人行道
2400余平方米，修护破损外立面5100
余平方米，补栽地被、灌木3000余平方
米，更换井盖400个，修剪行道树230
棵，更换便民座椅60套……

说具体举措、讲实际成效、报民生
细账——从野蛮生长的大树修整到背
街小巷颜值提升，从人行道修补、井盖
更换到便民座椅安装、占道经营整治，
崔燕一一道来，讲清了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的进展和打算。

细账报出来，现场有居民反映

情况。
“今年能不能把东路安置房B栋背

街的树枝也修剪一下？”工作人员当即
回应：“我们会后立即现场查看，符合条

件马上办。”
90多分钟的报账会，10位街道科

室和社区工作人员依次上台，汇报便民
服务阵地建设、增设公共文体设施、房

屋外立面和消防安全隐患整治、养老和
残疾人便民服务、老旧住宅增设电梯等
的办理情况，现场接受群众评议，听取
居民意见建议。

回兴街道党工委书记刘雪梅介
绍，当地自 2019 年起推行民生实事
报账会机制，按照“社会呼声高、街道
可执行、人大可监督”原则，由人大代
表投票筛选最急需、最紧迫、最现实
的民生项目。4年来，回兴街道累计
投入 3762 万元，办理 130 件民生实
事。

“让群众切实有感，就要报实账、
细账，更要认真听取建议和代表评
议。”双桐路社区工作人员樊莹说，上台
报账、院坝会开放式评议和网络直播，让
社区干部直面群众和代表，既考验服务
意识，也提升了素质能力。

渝北区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民生实事报账机制，拉近了党委、政
府和群众的联系，在锻炼基层干部、充
分发挥代表作用的同时，更激发了人民
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让全过程人民民主
更具体、更直观。

实事干得行不行 报给群众评一评
渝北回兴街道走进社区汇报民生实事办理情况并听取意见建议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5月 5
日，我市大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当日
16时，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
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预警。

5月5日20时至5月6日20时，开
州区、云阳县、巫山县、巫溪县、奉节县、
城口县、彭水县、黔江区、酉阳县、秀山
县属于风险较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
险等级为III级（黄色预警），南川区、万
盛经开区、丰都县、梁平区、垫江县、忠
县、万州区、石柱县、武隆区属于有一定
风险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
IV级（蓝色预警）。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醒，请相关
部门和广大群众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做
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崔曜）5月5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地震局获悉，经过2年
多的努力，重庆市地震灾害风险普查工
作已完成。根据本次普查工作收集的信
息，我市编制了地震构造图、地震危险性
图、全市和各区县地震灾害风险评估与
区划图，并完成了38个区县的地震灾害
风险评估报告。普查结果显示，各区县
因地震可能造成的人员死亡和建筑物

倒塌损毁不仅与地震危险性有关，也跟
当地建筑房屋的抗震能力、人口密度和
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息息相关。

据了解，2020年6月8日，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定于
2020年至2022年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
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本次普查后，

新编制的1:250000地震构造图精细反
映了重庆市地震构造特征及分布情况。

根据地震构造图，重庆已查明的有
华蓥山、长寿-遵义、七曜山-金佛山、
方斗山和彭水等多个断裂带。该构造
图对重庆市地震中长期预报、震后趋势
判断、地震动参数区划、重大生命线工
程选址、国土空间规划、地震风险评估
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市完成地震灾害风险普查
新编制地震构造图、地震危险性图等

强降雨来袭

渝东北渝东南地区
注意防范地质灾害

▶5月5日，汽车行驶在酉阳土家
族苗族自治县积水的低洼路段。

通讯员 邱洪斌 摄/视觉重庆

5月5日，渝北区回兴街道相关科室和社区干部走进社区，向群众报民生实
事账。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张莎）记者近日
从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
今年一季度40项川渝人社“跨省通办”
互办业务12万件。

据了解，今年，以部省市三方协议
为引领，117项合作协议聚势赋能，两
地启动了川渝人社“十大专项行动”，有
序推进60项年度合作重点任务。同
时，优化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定期结算机
制，惠及2.8万人，涉及资金7.1亿元。
目前，两地正持续推进川渝社会保障卡

“一卡通”协同立法，联合开展立法调
研；加快共建遂潼川渝毗邻地区人力资
源服务产业园，试运行川渝籍海外人才
数据库。

为服务营商环境，我市还实施了人
力社保部门营商环境提升工程，印发第
二批境外职业资格证书认可清单126
项。扎实推进区级政务服务平台标准建
设，以九龙坡、潼南为试点，形成人力社
保部门区级政府服务平台建设通用标
准，持续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取得实效。

今年一季度40项川渝人社
“跨省通办”互办业务12万件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5月 4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供销合作社获
悉，日前市供销合作社已与长寿区签订
框架合作协议，将在长寿建设一所涉农
高职院校——重庆城乡发展职业学院
（暂定名）。项目将于年内开工，预计
2025年秋季首批招生。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培养大批
爱农业、懂技术、善管理的现代农业技
术人才和能工巧匠，通过设置涉农高职
院校，能有效弥补现代农业技术人才的
短缺。

根据协议，项目总投资约15亿元，

总用地面积约800亩，将分二期建设，
建成后办学规模将达到1.2万人。2025
年将完成项目一期一阶段建设，并在秋
季首批招生，规模为1500人。

在学科设置上，将突出农林特色，
围绕现代农业、乡村振兴、农林经济、农
产品流通、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建设现
代特色农业、农村经济管理、乡村旅游、
农产品流通等服务“三农”的专业集群，
其中计划重点发展的办学专业有：茶叶
生产与加工技术、烹饪工艺与营养、农
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现代农业技术、
农村电子商务、生态农业等。

重庆将新增一所高职院校
重庆城乡发展职业学院预计2025年秋季首批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