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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在外省就业生活，婚姻登记是否

要回老家办理？老人到大城市投靠子女，生

了病医保怎么报销？想买辆二手车方便出

行，如何少跑腿、办得快？随着政务服务“跨

省通办”持续推进，信息“快跑”代替群众奔

波，靠前服务提升办事效率，群众跨省办事的

堵点渐次打通、难题不断化解。一件件民生

实事“跨省通办”，暖民心、聚人心。

截至 2021年底，试点地区
办理婚姻登记“跨省通办”
26420对

“我们都是江西人，来深圳工作 4 年多

了。”不久前，在深圳务工的廖女士和张先生

在深圳领取了结婚证，“有了婚姻登记‘跨省

通办’政策，我们不用回户籍地就能办理结婚

登记，省去了来回奔波的麻烦。”

婚姻登记是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重要

民生事项。民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每年

平均办理结婚登记 1000 万对左右、离婚登记

近 400 万对、补领婚姻登记证 400 万对左右，

直接服务群众近 4000 万人次。作为确认婚

姻关系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多年来，婚姻登记

必须在一方户籍地办理的规定，让不少在外

务工、生活的人深感不便。

2021 年 6 月 1 日，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

在部分地区开展内地居民婚姻登记“跨省通

办”试点的批复》要求，民政部在辽宁省、山东

省、广东省、重庆市、四川省实施内地居民结

婚登记和离婚登记“跨省通办”试点，在江苏

省、河南省、湖北省武汉市、陕西省西安市实

施内地居民结婚登记“跨省通办”试点。试点

自 2021年 6月 1日起至 2023年 5月 31日止。

目前，各地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工

作平稳有序。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2021 年底，试点地区共办理婚姻登记“跨省

通办”26420 对，其中办理结婚登记 21597 对，

办 理 离 婚 登 记 4823 对 ，登 记 合 格 率 100% 。

除此之外，目前全国已有 5 个省（直辖市）实

现“全省（市）通办”，17 个省（自治区）的 45 个

地市（州）实现“全市通办”。

“婚姻登记‘跨省通办’有效满足了群众

异地办理婚姻登记的需求，大大节约了时间

成本和经济成本，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同时也提升了婚姻登记机关服务

效能，加快了婚姻登记服务管理体制改革进

程。”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1年，普通门诊费用跨省
直接结算惠及群众近千万人次

因为到北京带孙子，原本家住黑龙江省

绥化市的王秀英大妈成了“北漂”。去年春

天，王大妈查出癌症，每月上万元的治疗费让

老人犯了愁，“就是老家医保能报销，不也得

先垫不少钱吗？”让她没想到的是，住院、门诊

结算下来，无需自己垫付，异地医保已自动实

时结算，王大妈看病的负担大大减轻了。

近年来，国家医保局一直致力于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跨省就医结算需求。目前，全国

所有统筹地区都已开通住院和普通门诊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跨省异地就医线上备案。可

实施住院跨省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增加到

5.29 万家，基本覆盖了所有一至三级定点医

院，实现每个县都有一家以上的联网定点医

疗机构；12 万家定点医药机构开通普通门诊

跨省结算，90%以上的县都有一家以上的联

网定点医疗机构。

2021 年，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惠

及群众住院 440.6 万人次，普通门诊费用跨省

直接结算惠及群众门诊就医近千万人次，群

众跨省异地就医体验稳步提升。

为了让群众少跑腿，全国统一的医保信

息平台上线跨省异地就医管理子系统，异地

就医备案结算实现了“网上办”。去年 11 月，

国家医保局特别发布“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服务提示”，给参保人操作提供具体指导。

国家医疗保障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

王文君说：“我们为人民群众提供了‘装在口袋

里的医保营业厅’‘搬到家里的医保服务点’，

信息化建设带来了医保服务体验的改善。”

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放化疗、尿毒

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 5 种门

诊慢特病，涉及患者多、就医频次高、异地医

疗服务需求多、医疗费用和报销比例高。但

由于各地在门诊慢特病认定的标准、流程、就

医管理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一直是医保异地

结算的“硬骨头”。

“求同存异、试点先行、有序推进，这是我

们推进这项工作的三项原则。”国家医保局医

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负责人隆学文说，目前，

门诊慢特病异地结算工作正在稳步扩面，有

信心完成国务院常务会“2022 年年底前要覆

盖所有统筹地区”的任务要求。

截至目前，已有过亿群
众享受到公安交管“跨省通
办”便利

“天暖了，可以开上新买的车带家人去近

郊玩了！”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王先生兴奋地

说。去年，王先生在当地二手车交易市场看

中了一辆山东省济南市号牌的轿车，但苦于

异地办理手续繁琐复杂，迟迟没有下定决心。

不久前，王先生得知公安交管部门推行二

手车异地交易登记服务，可以在本地办理相关

手续。于是，他立即入手了心仪已久的小轿车，

在当地交管登记窗口一站式办理了相关手续。

据了解，截至 2021 年底，我国机动车保

有量达 3.95 亿辆，驾驶人达 4.81 亿人，机动车

和驾驶人数量均位居全球第一。道路交通面

临大发展，各地人员、货物、车辆流动更加频

繁。为了减少群众多地折返带来的困扰，全

国公安交管部门推行驾驶证“全国通考”、机

动车“全国通检”等改革措施，截至目前，已有

过亿群众享受到公安交管“跨省通办”便利。

公安部交管局局长李江平介绍，目前已

有 12 类交管业务实现“跨省通办”，涉及驾照

电子化、机动车检验、二手车交易登记、驾驶

人考试审验、交通违法处理等多项业务，其

中，共有 1.1 亿名群众申领电子驾驶证，200
多万名车主享受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便利。

面对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新需求，近年

来，公安交管部门不断深化“互联网+交管”

应用，交出亮眼的成绩单。目前，全国统一的

“交管 12123”APP 提供驾驶人考试预约、机

动车选号、补换领驾驶证等 33 项交管业务网

上办理，更好方便群众“掌上办事”“跨省办

事”。截至目前，交管互联网用户超过 4.4 亿，

累计提供各类网上办事服务 34 亿次。

李江平介绍，目前，全国公安交管部门已

在 4S 店、银行、医疗机构等场所设置 3 万多家

社会服务网点，群众可以就近办理交管业务。

婚姻登记、医保结算、公安交管，越来越多政务服务实现异地办理

跨省通办 落实民心所盼
本报记者 李昌禹 孙秀艳 张天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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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扩大“跨省通办”范围，基
本实现电子证照互通互认，
加快解决群众关切事项的异
地办理问题。

我国跨省流动人口1.25
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
跨省办事需求日益增多。能
否打通壁垒，关系到千家万
户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关
系到治国理政的效率。近年
来，各地加速平台建设、加强
数据共享，越来越多高频政
务服务事项 实现“跨 省通
办”，获得群众认可和点赞。

作 为 中 铁 九 桥 工 程

有限公司的首席电焊工、

工匠技师，20 多年来，王

中美坚守一线，开展特大

型 桥 梁 焊 接 技 术 攻 关 及

电 焊 作 业 。 焊 花 飞 溅 背

后 ，是 狭 窄 的 空 间 、僵 立

的姿势、电光的灼伤。22
万根焊条和 16 吨焊丝，见

证 了 王 中 美 从 一 名 普 通

的 电 焊 工 学 徒 成 长 为 玫

瑰焊将的历程。

王 中 美 的 父 亲 也 是

一 名 焊 工 。 在 九 江 长 江

大桥通车现场，父亲自豪

地对她说：“丫头，这是爸

爸参与焊接的大桥。桥通

了，人们回家就方便了！”

那一刻，王中美激动不已。

2001 年，王中美来到

中铁九桥工程有限公司，

接 过 父 亲 手 里 的 焊 枪 。

老 工 长 告 诉 她 ：“ 桥 梁 建

得 好 不 好 关 系 到 每 一 个

过路人的安全，我们必须

认 真 焊 好 每 一 条 焊 缝 。”

王 中 美 将 这 句 话 深 深 记

在了心底，下功夫把施焊

的站位、角度、手法钻研了个透。武汉天兴洲长江大

桥、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

在 60 多座世界一流桥梁施工现场，都留下王中美手

持焊枪、挥汗如雨的身影。经过多年磨炼，王中美焊

接的产品一次性探伤合格率高达 99%。

以技立业、攻关克难，是王中美不变的追求。她

创造了“王中美焊接工法”，取得 27 项技术攻关、17
项创新成果，多项工艺填补国内空白。

“一个人再能干，力量也是有限的，我希望把

技 术 毫 无 保 留 地 传 给 更 多 年 轻 人 。”王 中 美 说 。

2015 年 ，中 铁 九 桥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成 立 了“ 王 中 美

劳模创新工作室”。王中美带领工友们开展了 30
多项材质试验和焊接技术攻关，带出了一支“女子

电焊突击队”。

专注于行，匠心倾注。王中美和她的“女子电焊

突击队”一起，在钢铁与火花中继续谱写劳动者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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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24日电 （记者张贺）记

者从国家版权局获悉：2021 年我国著作权

登记数量持续增长，全国著作权登记总量

达 6264378 件，同比增长 24.30%。

全国作品著作权登记量总体呈现稳步

增长趋势。2021 年全国共完成作品著作权

登记 3983943 件，同比增长 20.13%。登记量

较多的分别是北京、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江

苏、上海、山东、贵州。以上登记量占全国登

记总量的 67.82%。相较于 2020 年，湖南、河

北、云南、安徽等省份的作品著作权登记量

增长率均超过了 100%；甘肃、海南、内蒙古、

河南、湖北等省份的作品著作权登记量增长

率均超过了 50%。

从作品类型看，登记量最多的是美术

作品 1670092 件，占登记总量的 41.92%；第

二是摄影作品 1553318 件，占登记总量的

38.99%；第三是文字作品 295729 件，占登

记总量的 7.42%；第四是影视作品 244538
件，占登记总量的 6.14%。以上类型的作

品著作权登记量占登记总量的 94.47%。

根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登记信息统计，2021年全国共完成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2280063 件，同比增长

32.34%。从登记区域分布情况看，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登记区域主要分布在我国东部地

区 ，登 记 量 约 144 万 件 ，占 登 记 总 量 的

63.1%。从登记区域增长情况看，增速最快

的是东北地区 79%；第二是西部地区 55%；第

三是中部地区 31%；第四是东部地区 25%。

从各地区登记数量情况看，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登记量较多的省份依次为广东、上海、江苏、北京、浙

江、四川、山东、湖北、福建、陕西。上述地区共登记软件著作

权约 163 万件，占登记总量的 71.5%，其中，广东省登记软件著

作权约 27 万件，占登记总量的 11.8%。

根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著作权质权登记信息统计，2021
年全国共完成著作权质权登记 372 件，同比下降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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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24日电 （记者闫伊乔）近日，教育部办公

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中国科协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广科技

小院研究生培养模式 助力乡村人才振兴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据介绍，科技小院研究生培养模式是指研究生培养

单位把研究生长期派驻到农业生产一线，在完成理论知识学

习的基础上，重点研究解决农业农村生产实践中的实际问题。

《通知》指出，这种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于一

体的培养模式，实现了教书与育人、田间与课堂、理论与实践、

科研与推广、创新与服务的紧密结合，可辐射带动全国涉农高

校深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

在工作程序方面，《通知》明确，在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培养

单位自愿申请、相关部门联合推荐，以及专家咨询意见的基础

上，三部门将联合公布一批支持建设的科技小院名单。

据介绍，科技小院申请条件包括：申请单位应具有农业专

业学位授权点；每个申请单位须建设 5 个以上科技小院（含已

有和拟建设）；每个科技小院须有 1 位学术水平高、实践能力

强的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担任首席专家；每个科技小院

至少有 2 名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每年入驻时间不少于 120
天；每个科技小院须有一个依托合作单位，如龙头企业、科研

院所、协会等；每个科技小院须聚焦县域内的一个主要农产品

产业，研究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等。

据悉，全国已有 30 余所涉农高校陆续建立了 300 多个科

技小院，覆盖了 20 多个省（区、市）。

教育部等三部门发文

推广科技小院研究生培养模式
派驻农业生产一线，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上图：王中美（左）带着徒弟刘青

进行电焊作业。

李颢然摄（人民视觉）

左图：王中美（左一）和“女子电焊

突击队”队员在作业中。

张 弛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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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 3月 24日电 （记者侯琳良）近日，山东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推进零工市场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从规范布局建设、提升服务能力、促

进健康发展、落实扶持政策、加强组织保障等 5 个方面，制定

14 条措施，全面加强零工市场建设。根据意见，今年年底前，

山东各县（市、区）将至少规范发展 1 家公益性质的零工市场，

为灵活就业人员免费提供基本公益服务。

据了解，零工市场将为劳动者和用人主体提供政策咨询、

岗位供求、职业培训、招工用工登记等“全链条”服务，鼓励公

共服务事项进驻零工市场，提供居住登记、安全教育、法律维

权、文化娱乐等多元化综合性服务。山东还将推动建立零工

求职登记和用工需求信息库，利用大数据对工种、技术、工作

时间等信息进行筛选匹配，制发零工市场“电子地图”，完善共

享用工余缺调剂平台，实现“岗位找人”、供求有效对接。

山东推进零工市场高质量发展

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公益服务

本报北京 3月 24日电 （记者吴秋余）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的 最 新 数 据 显 示 ，2 月 份 ，我 国 债 券 市 场 共 发 行 各 类 债 券

44307.7 亿元。其中，国债发行 4800.0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发

行 5071.0 亿元，金融债券发行 7240.5 亿元，公司信用类债券发

行 7518.4 亿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 45.0 亿元，同业存单发

行 19366.1 亿元。

截至 2 月末，我国债券市场托管余额为 136.3 万亿元。其

中，国债托管余额 22.4 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托管余额 31.3 万

亿元，金融债券托管余额 31.9 万亿元，公司信用类债券托管余

额 31.6 万亿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托管余额 2.6 万亿元，同业

存 单 托 管 余 额 14.5 万 亿 元 。 商 业 银 行 柜 台 债 券 托 管 余 额

457.6 亿元。

2 月份，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成交 17.3 万亿元，日均成交

10825.0 亿元，同比增加 69.0%，环比增加 8.8%；银行间货币市

场成交共计 88.7 万亿元，同比增加 45.9%，环比减少 20.5%。

截至 2 月末，境外机构在中国债券市场的托管余额为 4.1
万亿元，占中国债券市场托管余额的比重为 3.0%。其中，境

外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托管余额为 4.0 万亿元。分券种

看，境外机构持有国债 2.5 万亿元、占比 62.3%，政策性金融债

1.1 万亿元、占比 26.4%。

2月我国债券市场发行超4.4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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