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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洛阳市人民政府批准，洛阳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以下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委托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详细要求见规划技术要点通知书）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存在土地违
法、违规、违约等行为的除外（详见《出让须
知》的要求）。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
联合申请。联合申请竞买的，要在联合竞买
协议中明确各方出资比例及签订出让合同
时的受让人为联合体或新成立的公司。申
请人须提交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
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商业金
融机构的资信证明。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挂牌《出让须知》等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4年1月27日至2014年2月24日到洛
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取挂牌出让文
件。挂牌报价开始时间为 2014 年 2 月 16
日 9 时，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2 月 26 日 16
时。

五、申请人可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至
2014年2月24日到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提交书面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

间为2014年2月24日17时。经审核，申请
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
的，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在 2014年
2月25日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

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
确定竞得人。

（二）挂牌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如有变
动，以洛阳市国土资源局、洛阳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书面通知为准。

（三）该宗地属于洛阳市规划的河洛古
城项目建设用地中的部分用地，1.竞买人必
须在洛阳市注册公司，税收所在地为洛阳市
洛龙区，注册资金 1 亿元人民币以上（含 1
亿元人民币）；2.竞买人或其控股公司必须
具有文化旅游古镇开发运营经验，且运营的
文化旅游古镇必须有国家评定的 4A 级以
上旅游景区证书，该项证明材料须经洛阳市
旅游主管部门审核；3.竞得人的规划设计方
案须通过市规划部门的审核。

（四）如对上述地块权属情况有异议的，

请与洛阳市国土资源局联系。
七、竞买保证金须转至市国土资源局指

定的洛阳市地产交易服务中心保证金专户。
八、联系方式
出让方：洛阳市国土资源局 张媛媛

0379-63911695
承办方：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温

晓非 0379-69921015
洛阳市国土资源局

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4年1月27日

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土地用途 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年限 起始价（元/㎡） 保证金（万元）

LYTD-2013-59 用地界以东、古镇北路以南 186737.153 商服用地 容积率1.0-1.2；建筑密度≤50%；绿地率≥11% 40年 570 10644.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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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洛阳监管分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上查询。

关于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机构编码：B0007L34103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492809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时间：2009年08月11日
住所：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五洲大厦裙楼
一、二层
邮政编码：471000 电话：0379-62222003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洛阳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4年1月22日

以下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洛阳监管分局核准，换发“中
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王城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7S34103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492810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时间：2014年01月23日
住所：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王城大道221号富雅东方
邮政编码：471000
电话：0379-6222200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洛阳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4年1月24日

以下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洛阳监管分局核准，颁发“中
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国家卫计委21日公布的调查显示，在看过病的受访流动人口中，七成以上未报销过医药费。
随着我国进入全民医保时代和人员流动的频繁，异地就医有“保”难“报”现象日益凸显。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12部委明确，先期在15个省份100个地市
开展跨省医保费用即时结算试点，服务城乡居民超3亿人。这一目标令人振奋，它意味着医保“全
国有序漫游”将迈出实质性步伐；然而要顺利实现目标，其间仍有重重关卡。

百城试点覆盖3亿人，但顺利实现目标还需跨越政策、制度等重重关卡——

医保跨省结算 坚冰如何破

退休后住在济南的王大妈，医保关系
在新疆。每看一次病她都需个人先垫付费
用，再把单据送回去，经常要等上一两年才
能报出来。

目前异地就医人群主要有 3 种：一是
退休后投奔子女的，二是在外地出差、务工
的，三是因病情需要转院的。

异地就医包括省内异地和跨省，如
2011 年山东省异地就医备案人员约 18.2
万人，其中省内异地和跨省分别占77%和
23%。

截至 2013 年年底，全国 26 个省份建
立了省内异地就医结算平台，其中10个实
现了省内即时结算，但跨省即时结算仅是
部分地区间点对点的探索。当前跨省结算
主要是回原参保地报销，“跑腿”和“垫资”

成最突出问题。
济南市社保局城镇职工医保处处长殷

晓梅说，应尽快实现医保全国联网结算，既
能方便参保人，也能防止异地就医可能导
致的骗保行为。

2013年年底，12部委下发通知要求，
加快实施信息惠民工程，建设跨地区医保
费用中央和省级结算平台，先期在15个省
份 100 个地市开展跨省医保即时结算试
点，服务城乡居民超3亿人。

“力争用 3 年时间有序地推进跨省即
时结算的试点。”人社部社保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人社部已初步形成跨省医保费用
即时结算业务规程、基金管理办法、结算平
台建设业务需求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国家首先建立跨省结算平台，抓到了

医保跨省的本质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
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说，全国大概
有 2000 多个医保基金统筹单位，统筹层
次较低意味着信息难以共享，跨地区的即
时结算也就不可能实现。

人社部规划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试点
工作 3 年内将分成研发、试点和扩面阶
段，第一年推进试点省份省级平台建设，
同时启动中央平台的研发；第二年扩大省
内异地就医即时结算试点，启用中央平
台；第三年力争完善两级平台并抓好试点
成果推广。

国家卫计委基层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国家新农合信息平台目前已开展与北京、
内蒙古等9个省级平台的试点联通，为跨
省就医费用核查和结报奠定基础。

“快点吧，多少人等着救命钱呢。”“试
点有哪些呀？希望我们能被覆盖。”……跨
省医保即时结算将在100个城市试点的消
息一出，许多网友充满了期待。

人社部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城镇职
工和居民医保跨地区就医人数共510万，
医疗费665亿元。人社部信息中心相关负
责人说：“尽管这相对参保总数来说不是很
大，但它涉及治病救人，因此备受关注。”

究竟哪些地区能先期享受跨省即时报
销的实惠？试点应如何选择？对此，人社
部规划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选择条件比
较成熟的省份当试点，优先选择省内有异

地就医结算平台、且有跨地报销需求的地
方作为试点。他还透露，近期人社部将与
相关部委下发文件，组织开展试点申报工
作。

根据人社部数据，目前城镇基本医保
已建成省内异地即时结算系统并全面应用
的，有福建、云南、海南、浙江、新疆、山东、
吉林、湖北、湖南、江苏等省份。还有北京、
天津、上海、重庆、宁夏、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广西、青海等地通过集中式业务系统实
现持社保卡即时结算。

“试点首先应该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代
表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都要有所选

择。”郑秉文则指出，因为这3个地区流动
人口分布的差距很大，东部是人口流入
地，西部和中部是流出地，这意味着异地
结算的方向不一样。

北京师大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
长张秀兰表示，跨省医疗除外出务工外，还
有地理位置相邻以及重病转诊等情况，因
此试点既要选择人口输入和输出地，也要
选择地理边界相关的省份。

此外，专家还提出，当下，一些农民工
存在重复参保问题，既参加新农合，又参加
城镇职工医保，如何跨制度进行异地报销
结算，也是一个应该关注的问题。

“3年覆盖3亿人，这样的目标振奋人心，
但难度不小。”江苏人社厅副巡视员胡大洋
直言，老百姓深感跨地报销的“痛苦”，缘于
医保政策、制度等诸多方面的“不通”：报销
政策不通，信息系统不通，社保卡对医保不
通，经办流程标准不通，城乡医保不通……

建立结算平台是重要前提，此外，医保
跨省还需要跨越以下三道坎：

一是医保政策“各行其是”，难以对接。
各地保障水平、缴费水平都不统一，医保药
品、诊疗、服务设施等目录编码不统一，“这
是阻碍医保联动的主要障碍”。辽宁省人社
厅医保处处长刘洪涛说，如何建立统一标准
规范，需要统筹考虑、统一施策。

二是异地就医难以监管和控制费用。
据测算，一个人异地就医平均费用和本地比
要增加50%左右，还屡屡发生伪造病历骗保

等情况。
“反福利欺诈是关系到医保异地结算制

度能否持续下去的关键环节。”郑秉文说，在
推行异地结算平台时，一定要有一套比较完
整的反福利欺诈办法。在英国，就经常可以
看见反福利欺诈的大广告，还有举报电话和
奖励措施。

三是可能加剧大城市看病难。优质医
疗资源够不够？形成就医“高地”大城市能
否承受得起？对此，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
息研究所所长代涛指出，既要抑制患者无序
流向大医院，又要保障真正需要到大医院的
大病、疑难病患者就医权益，推进异地就医
即时报销还需配套建立分级转诊制度。遵
循分级转诊的患者报销比例高，直接去大医
院就医的患者报销比例应降低。

（据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3年将覆盖3亿人，医保“全国有序漫游”起航破冰

100个城市将入围试点，各地群众期待“被覆盖”

结算平台先“突围”，医保“全国有序漫游”还有几道坎？

破冰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