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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夏都遗址是华夏文明的
渊源地，是中国最早的王都，备受关
注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10 月
19日盛大开馆。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位于偃
师市翟镇镇。该馆展出展品2000余
件，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国宝级的出

土文物，更重要的是展示了“最早的王
都”及华夏文明的源头，让公众更好
地认知和了解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

为体现偃师农商银行人的热情
好客和热心公益的情怀，培养青年
人奉献自己、服务社会的道德情操，
该行抽调 20 名优秀青年员工参与

志愿者活动（如图），喜迎远方来客，
服务各地宾朋，现场维持秩序、疏通
客流、捡拾清理垃圾、提醒宾客文明
参观，增强了青年员工为人民服务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彰显了偃师农
商银行人的整体素质和良好形象。

马玮娟 文/图

金融金融动态动态

扫左方二维码，关注洛阳金融公众
号，如果您在金融消费中遇到问题，请告
诉我们，我们会积极联系专家和相关部
门帮您解决问题，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关注洛阳金融公众号遇到问题我帮您

本版咨询电话：18939000868 维权电话：18639282323

11月13日，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行洛阳分行相关领导带领部分党员干部，赴对口扶
贫点栾川县狮子庙镇王府沟村进行扶贫慰问。慰问组一
行深入村民家中（如图），鼓励他们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克服困难，脱贫致富；要求驻村帮扶队员紧紧围绕“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尽职尽责，积极投身扶贫工
作，帮助王府沟村脱贫致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中
行力量。 郭列军 文/图

为落实国家对于小微企业的减税政
策，自今年4月起，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
支行联合洛阳市国税局，对洛阳市小微
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退库业务启动电子
退库“直退”方式，积极助推小微企业普
惠性税收减免政策在洛阳落地生根。截
至9月底，人民银行洛阳辖区各级国库
已完成小微企业普惠性退税近11万笔，
金额2730余万元，近3.3万户纳税人切

实享受到了国家政策带来的红利。
全心为民服务，力求“能简则简”。

对于退税红利，不仅要让纳税人充分享
受，更要让纳税人轻松享受。近年，为推
动财税关库银横向联网建设，人民银行
建成了全国集中、高效快捷，支持7×24
小时连续运行的国库信息处理系统

（TIPS）。TIPS已成为人民银行履行经
理国库职责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也是

连接财政、税务、海关、商业银行、纳税人
的信息中枢。依托自身开发建设的中国
现代化支付系统，人民银行近年不断完
善和规范国库会计核算体系，保障了国
库资金安全运行；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
实现了国库退付资金的实时到账，政府
预算收支业务从手工迈向电子化处理，
简化税收缴库流程，实现了税收申报缴
库无纸化和业务处理一体化，使纳税人

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缴税、退税。
此次小微退税政策惠及我市大部

分小微企业，政策覆盖面广，退库压力
陡增。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号召
全辖国库员工攻坚克难，勇挑重担，通
过放弃休息、连日加班等一系列措施，
全力保障业务处理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推动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落
地落实。 （吴红飞 王江涛）

保障退税红利“落袋”小微企业中国人民银行
洛阳市中心支行

中行洛阳分行：

守牢初心 精准扶贫

偃师农商银行偃师农商银行：：

开展志愿服务开展志愿服务 传承华夏文明之光传承华夏文明之光

作为全省首个试点，“行走的医院”
项目近日在汝阳县正式落地。该项目
为该县 200 多个行政村卫生室配备全
科医生助诊包，通过“互联网＋远程诊
疗”模式，把二甲医院的医疗设备和三
甲医院的专家“背进”贫困山区群众家
中，让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优质医疗
服务。

“以前做检查要到县医院，如今在
村卫生室都能做，检查结果还能上网，
让大医院的专家开药方，真方便！”在汝
阳县柏树乡华沟村卫生所，72岁的吴正
现老人乐呵呵地说。

“行走的医院”项目由农工党中央
联络工作委员会指导，中国初级卫生保
健基金会中西部扶贫工作办公室实施，
其核心是通过配发全科医生助诊包开
展“互联网＋远程诊疗”服务。

这外观像个双肩包的全科医生助
诊包，个头不大，功能却不少。助诊包
内配备的便携式医疗检测仪像个 7 寸
平板电脑，通过连超声探头等不同外接
设备，可以实现24项血液化验、11项尿
液检验、心电图检查、超声检查及血压、
血氧、体温的测量，检查结果仅需几分
钟就能出炉。此外，该医疗检测仪还具
有远程诊疗功能，可将超声影像、血检、
尿检、心电图等各项检查结果实时上传
至上级医院的互联网远程门诊，接受专
家在线诊断。

“全科医生助诊包的配备，让我们
村级卫生所的医疗检测水平有了质的
提升。”华沟村卫生所医生赵志国说，
有了这个“背包神器”，医生可把全部设
备和试剂背进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医疗
检查，提升了他们对常见病和慢性病筛
查、初诊的精准度。

“检测结果仅是第一步，后续的专
家诊疗服务才是重点。”农工党中央联
络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基金会中西部扶贫工作办公室主任狄
森说，“行走的医院”项目目前与北京、

上海等地的三甲医院进行联网，每日有
150 个专家在线开展远程义诊。患者
的各项检查结果可及时通过设备传送
给专家，专家依据结果，通过视频等形
式为患者进行“面对面”诊疗，提供系统
的治疗方案。通过该项目，基层村医把
二甲医院的医疗设备和三甲医院的医
生“背进”居民家中，让群众足不出户就
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为贫困山村居民
打通看病就医“最后一公里”。

“行走的医院”项目能在汝阳县顺
利落地，离不开当地“互联网＋远程诊

疗”模式的全面普及。
近日，在汝阳县人民医院远程会诊

中心，神经内科医生常滢乐通过远程诊
疗平台与北京 301 医院神经康复专家
崔洪鹏就患者的病情展开会诊。这样
的远程会诊，该中心每天至少要进行5
例，其中不少患者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洛阳看北京专家号”这种就医形式，
为疑难病患者，特别是贫困群体节省了
时间和经济成本，有力助推健康扶贫。

目前，汝阳县共建成“互联网医院”
236个，包括216个村级卫生所在内的所
有医疗机构全部开通“远程诊疗”系统，
实现了“远程诊疗”在县、乡、村三极医疗
网点的全覆盖。2018年全年通过“互联
网医院”远程会诊的患者达17508人，直
接节省费用360余万元。自远程诊疗开
通以来，全县因病致贫返贫率下降了
5.08个百分点，农民患者县外就诊率由
16.3%下降到11.3%，基本实现了“健康
进家庭、看病在乡村、康复回基层、90%
病人就医不出县”的分级诊疗目标。

“‘行走的医院’项目相关培训工作
已开展三期，基本实现全覆盖。”汝阳县
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要加大培训力
度，确保每一名村医都熟练掌握全科医
生助诊包的各项使用功能，让其更好地
服务山村群众，在健康扶贫中发挥最大
社会效益。

本报记者 孟山 文/图

全省首个“行走的医院”项目落地汝阳

把北京专家“背进”山区患者家 记者19日从市文物局获悉，我市将依托山陕会馆建设万
里茶道博物馆。如果您家有万里茶道相关文物，不妨让博物
馆收藏。

万里茶道申遗点，洛阳三处古迹入选

万里茶道是晋商在明清时期使用的一条贯通中外的茶叶
贸易道路，南起中国福建武夷山，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
北、山西、内蒙古向北延伸，途经蒙古国，抵达俄罗斯，全长1.3
万公里，是继丝绸之路之后沟通欧亚大陆的又一条国际商路
和文化交流通道。

今年3月，国家文物局同意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
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万里茶道跨国申遗进入了关键性环
节。在万里茶道遗产点名单中，中国段共申报了45处遗产提
名点，其中河南省占10处。洛阳有3处，分别是潞泽会馆、关
林、山陕会馆。

山陕会馆文物保管所所长孙红飞介绍，作为水陆交通转
运的核心地带，洛阳在万里茶道中的位置至关重要，是元、明、
清时期繁华的商业中心和交通要道、军事重地，是晋商南下、
徽商北上、陕商东进的必经之地，是汇集陆上丝绸之路、万里
茶道、隋唐大运河的枢纽城市。茶叶贸易西线也是自洛阳沿
丝绸之路方向向西贩运。

洛阳民俗博物馆馆长王支援介绍，万里茶道从洛阳经
过，与这里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洛阳以南有宛洛古道这
条官道可通行，茶叶从赊店上岸后，经方城、汝州等地运至
洛阳。

在山陕会馆、潞泽会馆内，一块块碑刻记录了明清至民国
期间，秦晋两地商人在洛阳南关一带经营的店铺就有五六百
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茶商。

贩茶之路千里迢迢，请一位神灵佑护、祈求路途顺
遂，成了晋商出发前的必要程序，而关公就成了他们心中
的财神和保护神。晋商生意做到哪里，关庙、会馆就建到
哪里。

清代以来，晋商对关羽极其崇仰，经常在关林举办祭祀活
动。关林在修建、修缮过程中，经常有晋商出资，院内现存的
大量古碑上有详细的记载。

建设博物馆，讲好“洛阳茶道故事”

为活化文物资源，我市正搭乘万里茶道获准申遗的快车，
筹建万里茶道博物馆。

孙红飞介绍，万里茶道博物馆主要依托山陕会馆而建。
目前，我市正在加快推进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建设。隋唐
大运河文化博物馆位于瀍河入洛河处的西北角（老城区辖
区），占地面积约25亩，等该博物馆建成开放后，山陕会馆将
改建为万里茶道博物馆，加强对万里茶道相关文化遗产的保
护、宣传和展示。

孙红飞说，万里茶道博物馆将通过实物陈列、与观众互动
等形式，对万里茶道沿线的茶文化进行展示，讲好洛阳万里茶
道故事，把万里茶道的辉煌写入洛阳的未来。

文物征集方式：捐赠、复（仿）制、借展

为了加强万里茶道博物馆建设，丰富馆藏文物，落实展览
改造提升计划，目前，山陕会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万里茶道相
关文物。

文物征集范围为：与万里茶道历史文化相关的实物、文
献、图片、档案等文物和资料。

文物征集方式有：捐赠、复（仿）制和借展三种。对于无
偿捐赠的文物和史料，经专家鉴定，凡符合入藏标准的，将
颁发收藏证书；对于个人不愿或不便捐赠的文物和史料，在
征得本人同意后，由本馆自行复（仿）制；有关收藏单位或个
人可将藏品借展给本馆，双方签订借展协议，文物的所有权
不变。

如果您有相关文物，想为洛阳“博物馆之都”建设做点贡
献，请拨打电话：0379-63532448。

本报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王勤

主要依托山陕会馆而建
现面向社会征集文物

我市将建万里茶道博物馆

近日，在洛龙区安乐镇，该镇机关党支部第一党小组党员正在“初心磐砺苑”开展读书学习活动。
该镇以党员干部为主体，按照原原本本学、集中研讨学、创新形式学的要求，专门在党建图书馆的基础上设立

“初心磐砺苑”，作为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阵地。党员干部通过读书学习追忆初心，通过
分享坚定信念，努力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砥砺前行。 记者 张光辉 通讯员 张俊望 赵明明 摄

上店镇东街村村民在村卫生室接受远程医疗会诊服务

读书学习忆初心
坚定信念践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