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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报很有性价比

今年元旦，我如期收到
了新订阅的第一份《快乐老
人报》。仔细阅读下来，我
的感受是贵报内容丰富、
贴近生活，性价比很高。
特别是作品、评说、当年等
版面，作者来自全国各地，
不难看出贵报读者遍中
华，深受欢迎。祝你们越办
越好！（辽宁铁岭 徐贵明）

编辑彭臻玉回复：感
谢您的喜爱，我们会一如
既往地出版优秀内容。

整治开机广告
还需观后效

近日，国家有关部门通报
了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
作复杂第一阶段工作进展情
况和成效。据报道，目前有线
电视和 IPTV 开机广告全面取
消，开机时长从治理前的最多
118秒减少到不超过35秒，各
类收费包大幅压减50%以上。

电视开机广告多、时间
长、难关闭，让观众痛恨已
久。经过四个多月治理，终于
取得“有线电视和 IPTV开机广
告全面取消”的成果，无疑值
得高兴。再叠加收费包压减
50%、提升消费透明度，这些
举措都有助于将部分观众拉
回到电视机前。不过，全面取
消开机广告后，可能观众不得
不面对“按下葫芦浮起瓢”的
现实。因为，运营商和商家有
可能通过上调年费标准或会
员价等来实现盈利，那么观众
看电视的综合成本或许不
低。这样的情形无疑值得警
惕并提前防范。（湖南长沙 刘
思忠 59岁）

“社保卡已全面支持
跨省领取养老金、跨省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等服务。
各地积极拓展政务服务、
交通出行、文化旅游、就医
购药等民生服务领域‘一
卡通’应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信息中心主任宋
京燕1月24日表示，下一
步将推出更多社保卡数
字化应用场景，大力推进
区域“一卡通”，逐步实现
全国“一卡通”。

数据显示，截至2023
年末，我国社保卡持卡人
数 达 13.79 亿 人 ，其 中
9.62 亿人同时领用了手
机中的电子社保卡。可
以说，逐步实现社保卡全
国“一卡通”既有广泛的
群众基础，又是紧迫的现
实需要。毕竟，比照“一
卡在手、办事无忧”的愿
景，当下更为普遍的情形
乃是社保卡面临跨地区
应用场景有限、跨领域认

证不认可、跨部门数据不
共享等瓶颈。

事实上，无论从社保
卡的保有量来看，还是从
应用场景的可联结性来
看，实现全国“一卡通”已
经具备了诸多条件。譬
如，在人社部、工信部等
部门的推动下，近年来人
社领域 95项应用已普遍
开通用卡，群众持社保实
体卡或电子卡即可快捷
享受这些服务。此前，以
长三角、川渝、京津冀为
代表的区域“一卡通”也
粗具雏形，交通、文旅等
领域“同城待遇”初见成
效，越来越多的民生服务
事项加载至社保卡上。
此外，很多地市的社保卡
亦实现了乘公交地铁、就
医购药、借阅图书、公园
入园、景区购票等功能。

由此观之，推进全
国“一卡通”的关键乃在
于加速跨业务、跨地区、

跨部门数据共享和服务
融合，加快基本公共服
务共建共享、互通互认，
最终实现“多卡集成”

“多码融合”。在这样的
愿景之下，畅想在全国
范围内交通出行“一卡
通乘”，文旅体验“一卡
通览”，就医购药“一卡
通结”，人社业务“一卡
通用”等场景，并不缥缈
遥远。更不难想象，老
年人、残疾人等群体将
来持社保卡在其他省份
也能同等享受敬老助残
的各种优待，而不用辗
转办理敬老卡、居住证
等 或 频 繁 出 示 这 卡 那
卡。当然，为强化社保
卡“一卡通”的整合替
代，全面提升社保卡便
民服务水平，构建用卡
安全体系，当前也亟须
在国家层面出台专门性
法规，为社保卡“一卡
通”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全国“一卡通”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