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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
12月4日是国家宪法日，在合肥滨湖

新区融创乐园脸谱广场上，来自包河区

数十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共同开展普法宣

传活动，其中，滨湖城管办的10多名执法

人员、志愿者参与其中，向市民发放宣传

手册，悉心普及法律法规知识。

□ 何俊英 倪勇 星级记者 汪婷婷 文/图

11月份我省低收入群体
人均消费同比增加54.58元

星报讯（黄曼青 记者 沈娟娟） 据我省价

格监测数据显示，11 月份全省居民生活必需品

价格环比上涨 0.58%，同比上涨 15.01%。受居

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动影响，11 月份我省低收

入群体居民生活必需品人均消费支出环比增

加 4.30 元，同比增加 54.58 元。

从环比变化情况来看，居民食品类 33 个品

种价格19涨12跌2平，平均上涨0.65%。其中，

肉禽蛋、粮食、副食品价格分别上涨 4.44%、

0.28% 、0.24% ，水 产 品 、蔬 菜 价 格 分 别 下 降

1.77%、1.03%，食用油价格持平。居住消费类5

个品种价格2涨3平，平均上涨0.12%。

从同比变化情况来看，居民食品类 33 个品

种价格 29 涨 4 跌，平均上涨 17.13%。其中，肉

禽蛋、水产品、蔬菜、副食品、粮食、食用油价格

分 别 上 涨 70.38% 、5.74% 、3.32% 、3.10% 、

1.60%、0.58%。居住消费类5个品种价格3涨1

跌1平，平均上涨0.95%。

结合消费量调查数据，经测算，在人均消费

量保持不变情况下，11 月份我省低收入群体居

民生活必需品人均消费支出环比增加 4.30 元，

同比增加54.58元。11月份，肉禽蛋消费支出环

比、同比分别增加6.13元、51.44元，是导致低收

入群体居民生活必需品消费支出增加的主要因

素。蔬菜消费支出同比增加 1.39 元，环比减少

1.78 元，水产品、粮食、食用油、副食品、居住消

费类支出同环比变化均不大。

合肥本月启动“一码通域”
与长三角城市实现统一身份互认

星报讯（张瑜 张秀娟 记者 祁琳） 日前，

记者从合肥市数据资源局获悉，长三角数字一

体化“一码通域”座谈会在合肥市召开，本月长

三角重点城市、合肥都市圈重点城市将共同启

动“一码通域”，未来基于此，将为长三角区域城

市居民提供数字身份认证、交通出行、公共服务

等多元化的服务内容。

据悉，作为长三角公共服务数字一体化发

展重要支撑基础，“一码通域”在推进公共服务

信息互联互通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统一跨域协

同的二维码标准体系，实现跨城市地域及跨行

业领域的二维码应用之间“多码互认”。

合肥市目前已完成“一码通域”平台的开

发，接入了电子社保二维码系统，正在对接园

林、轨道、图书、医院等场景，推进社保二维码在

图书、出行等方面的应用，同时加强与长三角、

合肥都市圈兄弟城市沟通，共同探索数字身份

互认场景对接。

星报讯（黄曼青 记者 沈娟娟） 探索开展急

救一体化信息平台、跨区域劳动保障监察、进一步

扩大住房公积金异地互认互贷范围、旅游联合营

销……12 月 4 日，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第

七届会商会上，四省会城市共同签署《长江中游城

市群建设 2020 年合作重点事项》，将在很多方面

“携手合作”。

记者了解到，长江中游城市群将建城际快速

交通网络，联合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高铁和城际

网络互联互通，加快建设合肥-九江-长沙高铁、

合肥-武汉高铁、合肥-襄阳-安康高铁、合肥-铜

陵城际铁路。

住房公积金将异地互认互贷
据悉，此次会议邀请武汉、长沙、南昌 3 个省

会城市的党政主要领导率团参会，邀请岳阳、黄

石、九江、安庆、黄冈、株洲、铜陵、抚州等8个观察

员城市。

记者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2020年合作重

点事项》中看到，针对四个省会城市和八个观察员

城市，将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异地互认互贷范

围，完善住房公积金异地缴存的互认互贷机制，建

立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风险防控协作机制。

除此之外，在血液安全上，还将建立联动的无

偿献血宣传招募和服务机制，完善血液跨区域应

急调配机制等。

此次会议上，《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高质

量协同发展行动方案》《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

2020 年合作重点事项》《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

市与观察员城市合作重点事项》《长江中游城市群

省会城市科技合作协议》等文件正式签署，在基础

设施联通、协同创新发展、产业布局优化、公共服

务协作、生态文明保护等方面明确下一步具体合

作事项。

长江中游城市群
将建城际快速交通网络

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四个省会城市中，2020年

将重点推进14项工作，包括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

经济产业保障平台、急救一体化信息平台、环境污

染治理需求信息发布平台、大学生实习实训基地

企业联盟、省会城市教研协作体、跨区域劳动保障

监察等。

在基础设施上，长江中游城市群将建城际快

速交通网络，以强化中心城市之间的快速连通为

重点，构建以高铁和城际铁路为主体的城际快速

交通网络。联合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高铁和城际

网络互联互通，加快建设合肥-九江-长沙高铁、

合肥-武汉高铁、合肥-襄阳-安康高铁、合肥-铜

陵城际铁路。

在急救方面，长江中游城市群四个省会城市

将探索开展院前院内一体化信息平台建设、远程

医疗音视频会诊、120调度提前急救指导、电子病

历建设与质量控制、组织相关学术交流等。

长江中游城市群
高铁和城际网络将互联互通

星报讯（记者 祝亮） 2019年已进入最后一

个月。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按照铁路春运火车

票互联网和电话订票提前30天发售，车站售票窗

口、代售点提前28天发售的规定，2020年1月10

日将迎春运首日，12月12日(星期四)旅客可以购

买春运首日的火车票。

根据 2020 年春节假期安排，2020 年春节放

假时间为 1 月 24 日～1 月 30 日。铁路春运为期

40天，其中节前15天、节后25天。

2020 年 1 月 10 日将迎春运首日，12 月 12 日

（星期四）旅客可以购买春运首日的火车票。

2020 年 1 月 22 日（腊月二十八）、1 月 23 日（腊月

二十九）为出行高峰期，火车票起售时间为 2019

年12月24日和25日。2020年1月29日（正月初

五）和1月30日（正月初六）将迎第一波节后返程

高峰，返程抢票日期为2019年12月31日和2020

年1月1日。

2020年春运与以往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火

车票进入无纸化时代。在通过12306网站或手机

APP 购票后，不再需要换取纸质车票，可直接通

过“刷手机”或“刷身份证”进站乘车。按照去年全

国铁路旅客发送量 33.75 亿人次计算，推行电子

客票将减少车票用纸量1.5万吨以上。

12306 网站和电话购票开放时间都是早上 6

时至晚上11时，因此旅客需要关注车票开售时间，

第一时间抢票，买到的可能性会更大。需要提醒的

是，由于火车站售票窗口、代售点的购票预售期为

28天，窗口购票的时间也需依次向后顺延2日。

2020年1月10日春运启动

12月12日春运火车票“开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