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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起
我省实施医保结算新规
取消身份证免密结算

为确保医保结算支付安全，12月1日
起，河南省全面取消身份证免密医保结算方
式，参保居民使用实体卡（身份证或社保卡）
进行医保结算时，均需输入密码进行身份
核验，确保人卡相符和交易安全。这是记
者11月30日从省医疗保障局获得的信息。

按照河南省医疗保障局相关要求，为
切实维护参保人员个人权益和医保基金安
全，有效防止骗刷盗刷等欺诈骗保行为发
生，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我省将全面实
施参保人员就医购药使用身份证进行医保
结算时增加密码校验机制，严禁身份证免
密医保结算。

调整后，河南省医保信息业务系统将
开启强制验证规则，全省参保人员在医院
就医或药店购药时，可以从以下三种核验
方式中选择一种进行身份验证，否则无法
医保结算（报销）。第一种，医保码（医保刷
脸终端、医保亲情账户）；第二种，社保卡+
社保卡密码；第三种，身份证+医保码密码
（仅用于紧急特殊情况）。其中，医保码支
付、医保刷脸支付无需输入密码；社保卡支
付需输入社保卡密码；刷身份证支付需要
输入医保码密码核验身份。

为避免影响参保人员正常医保结算支
付，建议参保人员提前准备好医保码，或通
过医保刷脸终端刷脸进行医保支付。

据《郑州日报》

河南2024年度社保缴费
基数上下限标准公布

2024 年 7 月至 2025 年 6 月，我省社保
缴费基数以6260元/月确定个人缴费基数
上下限。

记者11月30日从省人社厅获悉，省人
社厅、医保局、财政厅等部门共同下发通
知：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全省社会保
险（含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
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缴费基数以
6260 元/月确定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缴
费基数下限为3756元（60%），缴费基数上
限为18780元（300%）。 据《郑州日报》

国务院公布的《城市公共交通条
例》，自12月1日起施行。

条例坚持公益属性，规定城市综
合交通体系规划应当明确公共交通优
先发展原则；合理确定城市公共交通
线路，布局公共交通场站等设施，提高

公共交通覆盖率；要求大型建设项目
统筹考虑公共交通出行需求。

条例进一步优化运营服务，要求
城市公共交通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及
时公开运营服务信息，加强运营调度
管理，建立服务质量投诉处理机制，提

高运营服务质量和效率。
条例明确城市公共交通企业保障

运营安全的主体责任，要求乘客遵守
乘车规范，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加
强安全监管。

据新华社

12月民生新规开始施行
12 月，一批与民

生相关的新规开始施
行。加强对电信网络
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
罪的联合惩戒，保护
你我切身利益；多项
房 地 产 税 收 政 策 调
整，住房交易享受更
多优惠……法治的完
善，为冬日增添更多
暖意。

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加强联合惩戒

公安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
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的《电信网
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
法》，自12月1日起施行。

办法明确了惩戒对象，包括：因实
施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被追究

刑事责任的人；经认定具有非法买卖、
出租、出借电话卡、物联网卡、固定电
话、电信线路、短信端口、银行账号、支
付账户、数字人民币钱包、互联网账号
等行为的单位、个人或相关组织者。
办法综合运用金融惩戒、电信网络惩

戒、信用惩戒等惩戒措施，同时保留被
惩戒对象基本的金融、通信服务，确保
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

办法对不同惩戒对象分别设置2
年或3 年的惩戒时限，连续执行惩戒
期限不得超过5年。

住房交易享受更多税收优惠政策红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住房
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公告，多项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税收政策自
12月1日起执行。

契税方面，将现行享受1%低税率

优惠的面积标准由 90 平方米提高到
140平方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
城市也适用优惠政策。即调整后，在全
国范围内，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和
家庭第二套住房，只要面积不超过140

平方米，统一按1%的税率缴纳契税。
增值税方面，在有关城市取消普

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后，对个人
销售已购买2年以上（含2年）住房一
律免征增值税。

全国推广应用数电发票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公告，
自12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推广应用
数电发票。

数电发票包括电子发票（增值税专
用发票）、电子发票（普通发票）、电子发
票（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电子发

票（铁路电子客票）、电子发票（机动车
销售统一发票）、电子发票（二手车销售
统一发票）等。根据公告，税务机关建
设全国统一的电子发票服务平台，提供
免费的数电发票开票、用票服务。

已开具的数电发票通过电子发票

服务平台自动交付。开票方也可以通
过电子邮件、二维码、下载打印等方式
交付数电发票。单位和个人可以登录
自有的税务数字账户、个人所得税
APP，免费查询、下载、打印、导出已开
具或接受的数电发票。

判决裁定生效前隐藏转移财产可构成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自12月1日起施行。

司法解释规定，行为人为逃避执
行义务，在诉讼开始后、裁判生效前实
施隐藏、转移财产等行为，在判决、裁

定生效后经查证属实，要求其执行而
拒不执行的，可以认定其有能力执行
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以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

案外人明知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
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判
决、裁定，与其通谋，协助实施隐藏、转

移财产等拒不执行行为，致使判决、裁
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的共犯论处。

拒不执行支付赡养费、扶养费、抚
养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
判决、裁定，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从
重处罚。

依法保障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

新增5种门诊慢特病
实现跨省直接结算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12月1日，
全国医保正式上线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
风湿关节炎、冠心病、病毒性肝炎、强直性
脊柱炎等５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
省直接结算服务。

这是继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
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
治疗5种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县
域可及之后的又一医保福利。截至目前，
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作为就医地均能提
供10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医
保直接结算服务。

据介绍，参保人按照参保地规定完成
医保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后，可登录国家
医保服务平台APP，在“异地备案”服务专
区，点击“查询服务”下的“异地就医更多查
询”－“门慢特告知书”，了解参保地门诊慢
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政策、结
算流程等内容。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记者 12
月 1 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一
证通查”查询名下互联网账号服务
新增接入今日头条、携程旅行、拼
多多、饿了么、爱奇艺、小红书、大
众点评、贝壳找房、链家等 9 款互联
网 APP，用户本人名下手机号码关
联互联网账号的可查范围扩增至

25 款。
据悉，针对一些用户反映的名

下电话号码关联互联网账号查询
难、解绑难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
部 此 前 推 出 了“ 一 证 通 查 ”服 务 。
用户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务微信
号“工信微报”，点击“服务”按钮，
选择“政务服务”中的“一证通查”，

可查询本人名下手机号码关联的互
联网账号数量。查询结果会通过短
信的形式发送至用户手机。如用户
对查询到的移动电话卡号或互联网
账号结果有异议，可联系对应电信
企 业 或 互 联 网 企 业 ，查 询 明 细 信
息，并按照相关攻略进行注销、解
绑等操作。

“一证通查”可查互联网应用增至25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