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李珩）重庆四川互
相“串门”看病，也不是那么麻烦的事
了。2021年1月4日，来自市医保局数
据显示，川渝两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联网覆盖范围在逐步扩大，目前川渝
门诊直接结算定点医药机构10399家，
其中，重庆接入5109家。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是指符合
条件的医保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就医时，
只需向就医地医疗机构支付需个人承
担的费用的一项便民惠民举措。去年
3月17日，川渝首次党政联席会议决定
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方面，将“在试点
基础上逐步完善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

接结算”纳入重点项目之一。
为此，市医疗保障局、市卫生健康

委、市药监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等部门联合出台《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联网工作的
通知》，采取“分层分级分类”推进方式，
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联网覆盖范
围。目前，川渝两地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定点医疗机构5182家，其中重庆市接入
1887家，全市符合条件的住院医疗机构
全部接入国家平台。截至2020年12月
末，重庆参保人在四川就医累计备案
11.54万人，住院结算9.42万人次；四川
参保人在重庆就医累计备案 23.88 万

人，住院结算16.3万人次。
在流程上，对“异地安置退休、异地

长期居住、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因病情治
疗需要，转往市外住院就医的人员；在市
外突发疾病临时住院就医的人员”等五
类人员，备案后即可持卡在就医地进行
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参保人员既可到经
办服务窗口或通过电话（传真）线下办理
备案，也可通过重庆医保微信公众号、重
庆市政府App渝快办、国家医保服务平
台App、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等自
助备案渠道办理线上备案，便捷度明显
提升。

在跨省门诊费用直接结算方面，

2019年12月，四川、重庆、贵州、云南、
西藏5省区市实现跨省普通门诊费用直
接结算，参保人员无需备案即可在跨省
门诊费用直接结算的定点医药机构用个
人账户结算其普通门诊、药店购药费
用。截至2020年12月末，西南五省市
跨省门诊费用直接结算96499人次。其
中，川渝两地门诊费用结算91879人次。

“重庆还将积极推进门诊慢（特）病跨
省直接结算，着力提升跨省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参保群众异地就
医便捷度。”重庆市医保局有关负责人透
露，今年1月，川渝两地将试点开通高血压
等慢特病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川渝互相“串门”看病不麻烦
去年重庆四川9万多人次享受跨省门诊费用直接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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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琪奥

1月4日，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启动一周年之际，由成渝两地
文艺工作者共同创作原创歌曲《双城
记》对外发布，并受到不少网友的关
注。

据介绍，《双城记》是一首典雅、
优美的交响叙事曲，旋律唯美大气，
音乐主题主要取材于川剧戏曲，并结
合了不少川渝地区民族民间音乐，具
有浓郁的川渝特色。

该歌曲由重庆市总工会一级巡
视员陈刚作词，重庆市流行音乐协会
主席、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周
亚辉作曲，原空政文工团副团长、国
家一级演员、四川籍全国著名歌唱
家、歌剧表演艺术家陈小涛倾情演
唱。

那么，这首歌曲的背后有着怎样
的故事？1月4日，记者对此进行了
采访。

“其实，我写《双城记》这首歌是
出于偶然。”谈到创作《双城记》歌词
的初衷，陈刚表示，在2020年1月3
日，中央提出创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这一概念之时，他就想以此为
主题写一首歌曲，但一直找不到灵

感。“直到去年9月，我在广安参观
邓小平故里，晚上吃饭的时候，看到
摆放在桌上的夫妻肺片，就想到以
夫妻肺片等川渝地区的特色美食为
切入点，向人们展现川渝两地的深
厚情谊。”

在这个想法的推动下，陈刚很快
写好了《双城记》的歌词。“写好这首
歌后，我并没有第一时间发表，而是
对歌词进行了精心打磨。”陈刚说，
2020年12月，当他看到重庆日报与
四川日报新媒体在网上的互动后，又
对歌词进行了一些修改，通过加入

“巴山问道青城山，蜀水浩荡闯夔门”
等歌词，展现川渝两地之间的文化交
流。

除了歌词朗朗上口外，《双城记》
的作曲以川剧为切入点，运用管弦乐
等多种乐器进行交响叙事，同样让听
众眼前一亮。“选择以川剧为切入点，
主要因为这是川渝两地共同的文化
符号，能更好凸显两地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周亚辉说，他把这首歌分成
了几个部分，通过不同的展现方法，
让更多的人了解过去的一年中，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经济发展和
文化建设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谱写川
渝合作最美赞歌。

谱写川渝合作最美赞歌
——揭秘歌曲《双城记》背后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通讯
员 陈洪胜）1月3日，来自中交一公局
三公司万州环线高速公路项目部的消息
称，万州环线高速公路新田至高峰段控
制性工程——新田长江大桥进入钢箱梁
起吊阶段，由此也标志着大桥正式进入
桥面施工阶段。

据介绍，新田长江大桥全长1770
米，为钢箱梁悬索桥。大桥主跨长1020
米，全桥设计一跨过江；设计双向四车
道，设计速度80公里每小时。

“新田长江大桥的首节段钢箱梁重
195.7 吨，相当于 130 辆小轿车的重
量。”中交一公局三公司万州环线项目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全桥量身定制了
57个节段钢箱梁，总重量近1.24万吨，
其中最重的单节段达225.6吨。

新田长江大桥预计今年4月份合
龙，继而转入钢箱梁环焊、主缆防腐和缠
丝等下一阶段工序。

据介绍，在建的万州新田至高峰段
是万州环线高速公路重要组成部分，全
长22.15公里，设计速度每小时80公里，
按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万州新田至高峰段高速公路建成
通车后，对于提升万州区城市交通功能、
优化长江过江通道布局，打造万州综合
交通物流枢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
交一公局三公司万州环线项目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

万州新田长江大桥开始起吊钢箱梁
进入桥面施工阶段，预计今年4月合龙

2021年1月3日，万州新田长江大桥首节段钢箱梁在跨缆吊机牵引下缓缓提升，吊离运输船舶，稳稳悬吊在江面上。
通讯员 刘兴敏 陈洪胜 张玉佰 摄/视觉重庆

数说“十三五”

1、建成投运铜梁 500 千伏
变电站1座，新增主变容量200
万千伏安，线路2×46公里。

2、建成投运 220 千伏变电
站1座，主变容量36万千伏安，
线路130公里。

3、建成投运 110 千伏变电
站 5 座，主变容量 74.3 万千伏
安，线路102公里。

4、建成投运35千伏变电站
3 座，主变容量 6 万千伏安，线
路36.83公里。

5、供电最大负荷由 34.17
万千瓦增长至47.37万千瓦。

6、日最大供电量由695.36
万千瓦时增长为957.06万千瓦
时。

7、综合线损率由 5.75%降
至4.60%。

刘玉珮 黄伟 颜玲莉
图片由国网重庆铜梁供电公司提供科创赋能

能源数据服务民生

“我们根据居民用户用电数据，
对用户用电情况进行大数据分析，分
析居民在家时间，从而为普查员提供
入户调查时间建议和入户次数建议，
助力人口精准普查，提高成效。”据铜
梁供电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20年
10月公司与巴川街道办事处签订合
作协议以来，已为普查员分析提供
754条有价值信息，助力高质量完成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任务。

以电力数据助力人口普查，仅仅
是铜梁供电以能源大数据应用提升服
务质效的一个缩影。2020年3月，由
铜梁区大数据局和国网重庆电力互联
网部统筹协调，铜梁供电承建的西南
首家地市级能源数据中心——铜梁区
能源数据中心正式上线。从提出构想
到正式上线，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该
数据中心与区域内7家供水、供气等
能源企业分别签订了双边合作协议，
累计获取政府、电、水、气、油等近10
年的各类数据2000万余条。

上线运行只是建设的第一步，其
核心在于数据价值挖掘。为扩展数据
资源范围，该司与铜梁区社会治理创

新中心、气象局、移动电信联通等单位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享天眼、气象等
监控资源，加深5G等领域合作。通过
面向政府、企业建设分平台，目前已初
步建成便民服务中心、社会治理创新
中心、高新区3个分平台。

伴随着该数据中心的建成投运，
一组组能源数据正转化为一个个关
乎民生福祉的项项成果应用。“8·17”
抗洪抢险期间，以能源大数据赋能社
会治理，有力保障了居民生命财产安
全；“电力+公安”数据产品，通过特殊
人群用电数据模型，分析对象异常情
况并输出预警信息，关爱民生弱势群
体关爱特殊群体；联合供水、供气公
司，共享数据资源，让客户“只进一个
门，只找一个人，只递一份资料，只缴
一次费”，打造水电气“三厅合一”。
截至2020年12月中旬，各营业厅共
收取其他能源企业费用8400余笔。
即将上线的“三厅合一”2.0版本还将
增加业务办理、故障报修等功能，一

体化平台、一站式服务，升级城市公
共服务智能化水平，真正实现让数据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生命至上
政企携手共筑安全

“安全至上、生命至上。此次专
项安全用电宣传活动的目的是规范
用电秩序、用电行为，广大人民群众
要依法依规用电，确保生命财产安
全。”2020年12月21日-22日，铜梁
供电员工与水口镇、高楼镇人民政府
党委书记、党委委员通过赶集日向镇
上民众进行安全用电宣传，镇街领导
发出公开呼吁。

“注意安全用电，防止触电事
故。不得在电力线路保护区内盖房、
栽树、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
植物……”每天16时30分，铜梁辖区
村村通广播都会对安全用电常识进行
播报宣传，以增强居民安全用电意识。

为创建安全用电环境，近年来，
铜梁供电积极推动“政府主导、供电
企业专业指导、镇街与群众参与”的
政企联动机制和安全服务防护体系
建设，在户保安装、树竹障碍清理、

“三线”交叉整治见成效的基础上，以
全区为范围，开展“安全用电示范镇
（街）”创建工作。

“开展‘安全用电示范镇（街）’工
作的宗旨，就是要提高安全用电意
识，让电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据铜梁
供电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实施“安全
用电示范镇（街）”创建过程中，该司
强调政企携手，与镇街、社区广泛协
作，与村社干部、网格员到农户家中
推广运用户保，利用安全用电进社
区、进校园，通过组建村社干部及社
员微信群等方式，让安全用电知识传达
到个人，实现安全用电宣传全覆盖。两
年时间，政企协作宣传达1800余次。

安全用电，消除隐患是关键。在
实施无危小区改造、薄弱电网升级

改造的同时，铜梁供电还与镇街、社
区推行“党建扎桩、网格共治”，以配
网供电网格化为基础，与镇街社区
推行网格服务协作，深化党员之间
相互合作，快速准确响应百姓需求，
共解民众难题。充分发挥政府网格
员作为电力协管员的作用，开展镇
街、村社、居民公共安全共治，累计
协同处理电力隐患71处，社区公共
事务47处。

截至目前，在薄弱电网升级改造
方面，共计对331项台区、7项线路实
行改造，惠及全区所有镇街的161个
村社、30691户居民；全区总保安装率
100%，投运率98.7%，完成户保安装
10.8万户，安装率92.1%，鱼塘协议签
订率100%；树竹障碍清理21300余
棵，“三线”交叉跨越治理385处。安
全生产实现“八不发生”，电网安全运
行5867天。

绿色发展
推进能源转型升级

2015年第1台电动汽车落户铜梁
区；2016年电动汽车增长至3台；2017
年电动汽车增长至12台；2018年电动
汽车增长至45台；2019年电动汽车增
长至126台；截至2020年12月，铜梁
区内电动汽车保有量达220台。

绿色发展，节能减排。铜梁新能
源汽车保有量的逐年递增，一方面从
实际体现了绿色低碳发展，另一方面
也对新能源汽车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提出了现实要求。紧扣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理念，目前铜梁供电已建成
了成渝环线高速铜梁服务区进渝、进
蓉充电站、渝蓉高速围龙服务区进
渝、进蓉方向、人民公园等8座充电
站，28个充电桩，积极推进节能减排，
助力新业态发展。

布局充电桩仅仅是铜梁供电拓
展能源服务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
公司还围绕新技术应用、新模式探
索、新业态试点，聚焦工农业生产、交
通运输、商业餐饮、居民生活等重点
领域，不断拓展电能替代广度深度，
促进清洁能源发展。2020年以来，共
计完成电能替代4825万千瓦时。

“面对区域内能源生产需求和
消费新模式、新业态日益丰富，我们
正持续探索可满足终端客户多元化
需求的能源服务方式。”据铜梁供电
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2019 年 10 月
起，该公司正全面推广智慧能源综
合服务平台，通过平台对用能单位
进行用能数据进行分析，提供专业
的用能报告和用能建议，并深度挖
掘管理及设施运行中的节能空间，
制定用能计划提供指导，实现能源
精细化管理。

据悉，铜梁供电已与铜梁区人民
医院达成综合能源服务协议，接下来
双方将就生态平台建设、能源管理、
设备更新和节能技术改造展开深入
合作，满足医院对水、电、气等各类能
源服务需求大幅提升医院用能安全，
降低用能费用，预计每年将节省用能
费用近150万元。

“十三五”时期，铜梁电力供应能
力持续增强，能源结构持续优化。5
年间，售电量由 11.48 亿千瓦时提升
至 20.7 亿千瓦时，供电最大负荷由
34.17万千瓦增长至47.37万千瓦。

党建领航聚合力、促发展。近年
来，铜梁供电党委持续深化党建引
领，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
合，实施“党建+”工程，实行“一支部
一项目”，以攻坚生产经营重、难点问
题为目标，推出“党建+提质增效”“党
建+安全生产”“党建+脱贫攻坚”“党
建扎桩网格共治”等优质项目，持续
优化电网结构，加大建设力度，提升
供电质量，建设绿色能源生态，为促
进铜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2020 年铜梁供电成功创建
第6届“全国文明单位”，获“龙乡杰出
贡献奖”等荣誉。

铜梁供电 建设绿色能源生态 铺就高质量发展底色

国网重庆铜梁供电公司员工在城区充电站向车主介绍E充电APP使用方法

助力发展 铜梁电力在行动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日
报记者日前从市大数据发展局获悉，
在此前重庆四川两地达成省级数据
共享平台互联互通后，日前两地聚焦
生态环保领域，实现了首批政务数据
跨省互通，对相邻地区的空气监测数
据进行共享。

市大数据发展局负责人介绍，
此次两地相邻地区空气监测实现
数据共享，主要涉及空气站点基本
档案信息、空气自动监测城市数
据、空气自动监测数据等，将为两
地环保部门对涉气污染源开展联

合排查、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提供数
据支撑。

比如，四川隆昌与重庆荣昌作为
相邻区域，两地环保部门可通过川渝
省级数据共享平台，直接连接到国家
电子政务外网，然后再互相挂接对方
的政务数据目录、开通调用权限，即
实现空气监测数据共享。

市大数据发展局表示，接下来将
会同四川大数据管理部门协同推动
两地政务数据资源持续跨区域、跨层
级共享流通，实现两地政务服务跨省
通办。

川渝首批政务数据跨省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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