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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关于““公交公交 MM11 卡换卡换 CPUCPU 卡卡””的公告的公告

二、换卡时间
（一）2023 年 7 月 12 日开始换普通

成人卡；
（二）2023年8月1日开始换普通成

人卡、学生卡；
（三）2023 年 10 月 1 日开始换普通

成人卡、学生卡、老年卡；
（四）2023年12月31日结束换卡业

务。
三、换卡种类及范围
（一）M1卡换CPU卡的种类：普通

成人卡、学生卡、老年卡；
（二）凡属于M1卡种类的公交卡均

在此次换卡业务范围内。
四、换卡原则
（一）一张身份证下只能更换一张

CPU卡，换卡时需本人持M1卡及本人
身份证原件进行办理；

（二）能正常使用（充值、消费）的
M1卡才可办理换卡业务；

（三）名下有特种卡（老年卡、学生
卡）的，以特种卡为主更换；

（四）更换的旧M1卡将由西宁公交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回。

五、换卡的优惠条件
（一）市民在换卡时正常收取工本

费20元，换卡成功后当日返还工本费20
元，原则上通过“西宁智能公交”APP 返
还；

（二）返还的工本费20元可在“西宁
智能公交”APP的乘车码账号内查询。

（三）返还的工本费 20 元可用于常
规公交；

（四）市民在办理换卡业务时，原有
M1 卡内的余额足额转移到更换后的
CPU 卡内，新卡（CPU 卡）和原卡（M1
卡）享受的优惠政策不变。

（五）换卡优惠活动时间：2023 年 7
月12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一、关于M1卡和CPU卡
（一）2001年至2016年，西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

行的公交卡均为M1卡，不支持线上充值、年审、查询、挂失
等业务；CPU卡是M1卡的升级版本，能够实现线上充值、年
审、查询、挂失等业务，并能持该卡方便地乘坐公交。

（二）M1卡更换为CPU卡后，市民可以在手机上办理充
值、年审、查询、挂失等业务，还可以在市区内各社区放置的
补登机上办理充值、年审、查询、挂失等业务，现有的M1卡
无法实现线上充值、年审、查询、挂失等业务。

（三）M1卡和CPU卡卡面存在差异
M1卡为标准卡片大小、卡面印刷卡号为8位数字；CPU

卡有标准卡片大小和钥匙扣形式的异形卡，卡面印刷卡号
为16位或19位数字。

图示如下：

七、换卡三种方式
（一）个人办理
市民可携带M1卡和身份证原件前往各

固定服务网点及社区网点办理个人换卡业
务，也可为家人代办换卡业务，但家人的M1
卡和身份证原件必须一致；

（二）集中办理
市民可携带M1卡和身份证原件前往社

区集中办理网点办理换卡业务，携带的 M1
卡和身份证原件必须一致；

（三）团体办理
M1卡持有量较大的企事业单位，可提前

预约并准备相关 M1 卡和身份证原件，经与
西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商后提供上门
服务，集中办理换卡业务。

八、换卡后可以升级服务
主要是满足手机上和补登机上完成充

值、年审、查询、挂失等业务。
（一）换卡后可以在手机上完成充值、年

审、查询、挂失等业务，具体操作方法如下：市
民的M1卡更换为CPU卡后，下载“西宁智能
公交”APP，在“西宁智能公交”APP内办理充
值、年审、查询、挂失等业务，市民的智能手机
需要具备NFC功能才能办理充值等业务；

（二）换卡后可以在补登机上完成充值、
年审、查询、挂失等业务，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市民可前往西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补登
机的放置点位办理业务，在补登机上选择充
值、挂失、年审或余额查询等按钮进行操作。

九、补登机布设时间、地点
（一）具有补登机功能的自助充值机将于

2023 年 8 月底布设完成，9 月 1 日起正常使
用；

（二）具有补登机功能的自助充值机布设
在市内126 个社区及人员聚集场所，最终布
放位置以公告为准。

十、其他
（一）手机上充值和补登机上充值布设完

成后，原西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网点正
常提供服务；

（二）不办理换卡业务的市民，原有 M1
卡可以继续使用，但无法享受线上充值、年
审、查询、挂失等优惠服务。

十一、监督电话及服务热线
（一）监督投诉电话：0971-5208930
（二）业务咨询、团体换卡联系电话：

0971-5208866
特此公告

广大的公交IC卡用户:
按照省、市领导关于公交IC卡充值便民的工作要求，现决定对使用M1卡的用户集中更换为CPU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六、换卡地点
（一）固定换卡地点
西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的6个服务网点：

序号

1

2

3

4

5

6

网点名称

中心广场

共和南路

中泰百货

湟中服务点

多巴服务点

市民中心

地址

城中区长江路98号中心广场地下城

城东区共和南路8号

城西区五四大街58号中泰商贸城一楼

湟中区人民政府服务中心

湟中区多巴镇东街19号

城中区南川西路154号市民中心一楼

营业时间

工作日：09:30-17:30 节假日：09:30-17:00

工作日：09:00-17:30 节假日：09:00-17:00

工作日：09:30-17:30 节假日：09:30-17:00

工作日：09:00-12:00 13:30-17:00

工作日：09:00-12:00 13:30-17:00

工作日：09:00-12:00 13:30-17:00 周六：09:00-12:00

备注

周末不受理业务

周末不受理业务

星期日不受理业务

（二）动态换卡地点
为更好地方便市民，西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派员到各街道办理集中换卡业务，具体时间、地点详见“西宁

公交”公众号、“西宁智能公交”APP。

新华社济南7月30日电（记者 董瑞丰
李志浩）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8.2岁，建
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主要
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十多年
来，我国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着力解
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当前，深化医改面临哪些重点任务？老
百姓有望在哪些方面继续提升获得感？7月
29日至30日在山东济南召开的2023全国深
化医改经验推广会暨中国卫生发展会议上，
多名业内专家盘点既往医改清单，前瞻下一
阶段“路线图”。

““家门口家门口””能否有更多优质医疗服务能否有更多优质医疗服务

推动“大病重病在本省就能解决，一般的
病在市县解决，头疼脑热在乡镇、村里解决”，
是深化医改的重要目标。

目前，我国确定了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建设项目，医疗服务“高地”覆盖所有资源薄
弱省份。2021年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相关
专科的跨省就医，较2019年下降9.3％。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已基本完成规划布
局，下一步重点是推动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管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
革司一级巡视员朱洪彪说。

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源，基层的诊疗水
平也在持续提升。截至 2022 年年底，全国
87.71％的县级医院达到医疗服务能力基本
标准，累计达到服务能力标准的乡镇卫生院
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超过3万家。

朱洪彪表示，未来将继续规划建设省级
区域医疗中心，持续提升地市和县级医疗水
平，加强社区和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
完善促进分级诊疗的体制机制，促进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

着眼长远，要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
到更多优质医疗服务，还需深化以公益性为导

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发展壮大医疗卫生队伍。
此前，全国公立医院已分别取消药品和

医用耗材加成。如何夯实公立医院的公益性
基础，同时保障公立医院人员薪酬的来源、调
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成为一项迫切任务。“下
一步的重点是持续巩固和完善运行新机制。”
朱洪彪说。

如何让老百姓个人自付负担再减轻如何让老百姓个人自付负担再减轻

根据最新发布的 2023 年城乡居民基本
医保筹资标准，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每人每
年640元。

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政府卫生支
出和社会卫生支出持续加大，个人卫生支出
占卫生总费用比重持续下降至27.7％。

“但一些老百姓实际从口袋里拿出的看
病钱，并没有感觉到明显减少。”上海交通大
学中国医院发展研究院院长许树强说，一个
重要原因是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外的费用

负担依然较重。
一边要继续解决看病贵，一边是医疗服

务价格偏低、部分医疗机构出现亏损，如何
破题？

不久前，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
等六部门联合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3 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其中明确提
出要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有序衔接。

上海市依托“本市职工自愿使用医保个
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政
策”规则，推出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沪惠
保”，2021年版投保人数达到739万人，截至
2022年底累计赔付7.9亿元，成为基本医保的
有效补充，助力群众看病再“减负”。

山东省在实现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全覆盖
基础上，2022 年启动居民长期护理保险试
点。目前全省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4112 万人，位居全国第一，更好满足重度失
能人员的长期护理需求。

许树强认为，深化医改既要让人民群众
从自己口袋拿钱的花费越来越少，还要促进
公立医院的发展，可以考虑更多医疗费用由
第三方支付的改革举措。在继续发挥医保基
金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积极推进普惠型商
业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
发展。

怎样既怎样既““用好药用好药””也也““供好药供好药””

眼下，聚焦儿童用药、罕见病用药
等，新一轮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在
进行中。

近年来，随着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集
中带量采购等多项举措落地，341 个新药以
适宜的价格纳入目录，集采药品平均降价超
过50％，累计节约费用3000亿元左右。

在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金春林看来，集采的前期准备工作越发充分，
方案设计越发严密，惠及百姓的药品和医用
耗材也越发丰富。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集采在推动药品
降价的同时，也让原研药和通过仿制药质量、
疗效一致性评价药品的比例超过90％，高质
量药品的可及性大幅提升。

支持药品研发创新，常态化开展药品和
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加强药品供应保障
和质量监管……聚焦医药领域改革和创新发
展，一系列重点工作将在今年下半年持续推
进，确保“供好药”“用好药”。

国家卫生健康委体改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将指导各省至少开展一次药品、耗材
的集中带量采购，要求年底前实现国家和省
级集采药品数合计达到450个。

此外，据了解，促进医防协同、医防融合，
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提升公共卫生
服务能力等，也将是下一阶段深化医改的重
要内容，年内有望出台一系列指导性文件。

深化医改面临哪些重点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