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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何燕子 高贺）为进一步
规范街道、社区账务管理，近日，永城市雪枫街道财政所从
实际出发，不断优化各类报账流程，有效解决了社区财务开
支随意性大、票证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保障了街道财政工作
有序、有效运行。

加强预算执行管理。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
则强化预算执行，规范预算调整，做好预决算公开等工作。
从严控制预算调整追加，对确需调整追加预算的事项，严格
按程序报批，并主动接受各类审查监督和社会监督，提升财
政预算的透明度。

加强专项资金管理。票据实行“统一管理、凭证供应、

限量领购、验旧购新、票款同行”的办法，各类专项资金实行
财政所报账制管理，大宗物资材料通过政府采购办理。结
合工程进度，分批报拨项目资金，直达项目实施主体。加强
民生资金监管，对受援主体名册进行公示，补助资金直达享
受补贴对象。

加强干部培训教育管理。通过采取定期或不定期培训
抽查、定量定性检查等多种方法，加强对街道、社区财政人
员的培训教育，做到内容全方位、综合化，切实提升财政人
员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

下一步，该所将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使用行为，强
化专项资金的监管力度，提升财政资金运行效率和安全性。

永城市雪枫街道财政所

积极做好社区财会管理工作

自驾西北，看烂漫秋色；乘坐游轮，赏碧
海蓝天；跨境出游，享异域风情……每年 10
月中下旬到 12月，都是传统的旅游淡季，机
票、酒店价格较为实惠，50岁以上的中老年
人逐渐成为旅游市场错峰出行的主力军。

“我们想趁淡季出去旅行，可以给我们
推荐合适的线路吗？”11月20日，在八一路一
家旅行社，两位老人正拿着宣传单页咨询。
该旅行社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旅行社已
经组成了 10余个夕阳团，重点以三亚、张家
界、福建等地的景区为主。在错峰游人群
中，除了部分休年假或者是公司团建的游
客，基本都是中老年人。

在凯旋路一家旅行社，65岁的黄女士正
在咨询北京游的路线。“国庆假期出游人多
拥挤，不适合老年人，所以特意避开出游高
峰期，现在来旅行社咨询有没有合适的路
线。”黄女士称，她每年都会约几位曾经的同
事去旅游，大家都觉得错峰出游挺好，不仅
价格低，玩得也更开心。

我市和黄女士有一样想法的老年人不
在少数，杨老先生也是其中一位。“想趁这个
时候与老伴一起出去走走。”杨老先生告诉
记者，节假日是旅游旺季，景区人多，他出门
旅游首先考虑旅游目的地的气候是否适宜
自己的身体状况，其次就是避开旅游旺季，
选人少的时候。

“节假日对大部分退休的老年人并没什
么吸引力，相反，他们会选择淡季出行。”一
家旅行社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是因为这
时候旅行产品打折，有些线路作为尾单半价
甩出，性价比非常高；二是因为旅游淡季景
区游客人数大幅度减少，有更好的体验感。”

记者了解到，我市多家旅行社为了迎合中老年人错峰出游
的需求，特推出了一些适合他们出游的路线，其价格也很优惠。
凯旋路上一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表示，近段时间前来咨询出游
的中老年人比较多，也有一些年轻人来为父母咨询路线的，许多
登高路线、赏枫叶路线等受到中老年游客的喜爱。

“老年人在出行前应做好身体检查，身体状况不佳的，不建
议参与长距离、高强度的游程。北方气候干燥，有去北方玩的老
年游客要多喝水。早晚温差相差十几摄氏度，要及时增减衣物，
预防感冒。”我市一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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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购物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在网上购买
药品。与在线下药店购物不同，消费者选择在网上购买药品时
要尤为注意。11月 20日，市消费者协会相关工作人员提醒，
消费者如果在网上购买药品，应选择大型网购平台、官网及旗
舰店，从下单购药到签收环节需“两看一扫”，即查看药品批
准文号，查看网上药店是否展示药品经营许可证，收到药品后
用支付宝扫药品追溯码看流向。

登录平台，查看资质。按照要求，通过网络向个人销售药
品的，应当是取得零售资质的药品经营企业。消费者在登录电
商平台搜索并进入某个药店的线上门店，应仔细查看网上药店
的资质，有没有在页面明显位置公示药品经营许可证。

消费者也可以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在“数据查
询”栏目中查询，凡是经药监部门批准具有资质的网上药店，
都可以在上面查询到。

根据流程，下单购药。每一种药品都有批准文号，这相当
于药品的“身份证”，正确格式应为“国药准字+H（或 z、s、
J）+8位数字”。下单前，消费者可以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网站检索正确信息，再核对网上药店展示的药品信息和经批
准的药品信息是否一致。

对于非处方药，直接按照需要购买即可，建议消费者根据
自身情况或医嘱理性购买。对于处方药，应按照国家相关规
定，通过网络向个人销售处方药的，应当确保处方来源真实、
可靠，并实行实名制。消费者在购买处方药时，需要进行实名
认证，通过电商平台的互联网医院问诊并开具电子处方，经执
业药师审核通过后方可购买。

药品到货，签收查验。药品通过快递送达后，消费者要仔
细查看有无破损，核对药品实物、外包装、说明书和购买时网
上药店展示的药品详情是否一致、是否在有效期内等。

消费者可以通过“扫一扫”核验药品真伪。药品的外包装
盒上有一个黑色条形码，旁边标有“追溯码”，这就是它的

“身份证条码”。打开支付宝，用“扫一扫”功能扫“追溯
码”，页面会自动弹出查询药品的“身份信息”，包括药品名
称、规格、生产厂家，还有“药品追溯码验证通过”的提示。
通过这个步骤可以判断购买的药品是不是正规产品。

此外，在弹出的页面上，还有“药品追溯信息”“验证详
情”两个选项，点击“药品追溯信息”，生产信息、类别属
性、厂商信息一目了然；点击“验证详情”，可以看到药品批
准文号、生产日期、有效期。消费者可以仔细核对是否与药品
的内包装信息一致。

市消费者协会相关工作人员提醒，消费者在网购药品送达
准备拆开快递包装箱时，最好拍照片或拍视频留存。如果发生
纠纷，可以先和商家客服人员或官方客服人员沟通，如果无法
协商，可以拨打药店所在地的 12315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
诉，并提供聊天记录、交易凭证、收货情况、开箱视频等资
料，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市消费者协会提醒

网购药品需“两看一扫”
本报融媒体记者 鲁超 实习生 肖楠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商丘监管分局批准，下列机构获准换发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郊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341140008
许可证流水号：01066992
业务范围：经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经上级行授权的业务。
批准日期：2008年1月7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商丘市北海路与中州路交叉口西北角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商丘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3年11月8日

以上信息可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www.cbirc.gov.cn）上查询。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商丘监管分局

换发金融许可证公告

本报讯（记者 鲁 超） 11 月 21 日，记者从市医保局获
悉，为减少因忘带医保卡而反复跑腿的情况，近日，河南省医
保局联合支付宝、正数网络公司，再次升级医保亲情账户。若
绑定人员双方在河南省同一户口簿，无需上传材料即可绑定成
功。此前，为确保医保账户安全，开通医保亲情账户需上传材
料，待审核通过后方可开通。

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医院有很多儿童或使用智
能手机不太熟练的老年患者，他们往往需要陪诊人员陪同就医
并支付医药费。过去，患者在忘带医保卡的情况下，陪诊人员
需折返家里取卡或只能自费支付。此次医保亲情账户功能的升
级，陪诊人员在自己手机上激活家人亲情账户后，在结算窗口
即可展示家人医保码，刷码使用家人的医保。陪诊人员还可以
通过医院小程序进行线上医保亲情代付，缩短就医时间，让

“一老一小”就医更省心更方便。同时，用户还可以在支付宝
搜“医疗健康”，使用医保、挂号、问诊、购药等服务。

进入医保亲情账户，在支付宝上仅需两步就可以完成。打
开支付宝搜索“医保亲情账户”或者扫码进入“河南医保”小
程序并点击亲情账户，点击为家人开通。开通和使用医保亲情
账户，可以点击医保亲情账户，选择绑定家庭成员及输入信息
绑定双方在河南省同一户口簿，无需上传资料即刻绑定成功；
若不在河南省同一户口簿，按要求上传被绑定人资料审核即
可。绑定成功后，在收费窗口展示家人的亲情账户二维码即可
进行结算。

据了解，此次免材料再升级是河南省医保局聚焦群众医保
领域急难愁盼问题，从方便群众办事的角度简化手续、压缩时
限，开展医保服务的创新模式，也是落实“便民就医少跑腿”
民生实事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河南省医保局将继续全面落实

“互联网+智慧医保”深度应用，积极探索数字信息“适老
化”“适幼化”路径、持续为参保群众提供更“有厚度”更有

“有温度”医保服务。

医保亲情账户无需上传材料
即可绑定使用

外卖员、上门美甲师、保洁员……随着市民
生活节奏的逐渐加快以及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
人们在花钱购买更便利、更快捷的服务和产品的
同时，也为消费升级带来了新的需求，业内人士
称之为“懒人经济”。

“花钱不多”“节省了自己的时间和精
力”……在许多支持“懒人经济”的消费者看来，
选择适合自己的特色服务可以带来诸多好处。
而对于“懒人经济”的从业者来说，越来越多的需
求，也使“懒人经济”不断升温并且释放出经济的
新活力。

上门服务提供更多选择

“上门服务还是之前受疫情的影响而冒出来
的想法。”我市一家连锁美甲店负责人曹莎莎说，
此前因为疫情导致了商场人流减少，对于大多
开设在商场内的美甲店来说，经营也遇到了很
大的困难，“后来我干脆买来了房车，到消费者
所居住的小区提供上门服务。”曹莎莎说。

曹莎莎表示，将房车作为美甲店来使
用，可以避免消费者不愿意去商场的想法，
而且上门美甲对于美甲师和消费者来说都特
别方便。房车内就是小型美甲店，各种材料
非常齐全。

“我的汽车该年审了，以前都是自己开着
去审车，没想到现在连审车也能上门服务。”家
住睢阳区阏伯小区的王先生说，以前自家的汽
车上线年审的时候，要自己开着去检测线。今
年经过朋友介绍，打了上门服务审车的电话
后，有专业人员来到家中，将汽车开去检测
线，待年审完成后再给送回来，十分方便。

刚刚搬住示范区日月湖附近某小区的陈先
生告诉记者，新房装修好后，他选择请专业保
洁人员上门打扫卫生。“如果我们两口子自己打
扫的话，不但需要好多天，而且也不一定能打
扫得很干净。专业保洁人员效率非常高，来了
四五个人，还带着专业设备，用了半天时间就
把家打扫得干干净净。”他说，新房子的面积比
较大，日常打扫卫生比较累，打算春节前再请
专业保洁人员上门打扫卫生。

“菜篮子”到家真方便

“自从小区有了团购买菜之后，就很少去超
市和菜市场买菜了。”家住梁园区文化路的张先
生说，最初小区里有人组建了团购买菜的微信
群，此后还有了多个团购买菜的App，所以他经
常在网上下单，然后在小区门口的提货点自提。
张先生表示，自己是典型的“手机控”，每天大量
的时间都用来看手机，而通过手机就可以做到当
天在网上下单，次日就可以在小区门口的提货点
提货，这点对他来说非常便利，“虽然不如去超市
选择直观，但在网上团购买菜就是图一个方便。”
张先生说。

在位于神火大道旁的一家超市内，顾客马先
生告诉记者，超市有团购群，也上线了微信小程
序，可以在线上购买喜欢的商品，选择送货到
家。“买够五六十元就起送，非常方便，而且在寒
冷的冬季无需出家门就可以买到超市里的许多
商品。”

记者调查发现，对于可以将蔬菜、水果，甚至
日用品送货到家的消费方式，不但许多年轻人十
分青睐，一些中老年人也经常使用。对于这些消
费者来说，送货到门口或者送货到家中，可以给
自己带来真正的方便。

专业服务省事又省心

随着“懒人经济”的兴起，鞋子清洗行业悄然
崛起，洗鞋服务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也成为众
多资本青睐的对象，一批互联网洗鞋项目上线。

眼下，商丘市已经冒出了好几家专业洗鞋
店。11月 21日，记者走访了我市最近开业的专
业洗鞋店后发现，作为一种新兴行业，洗鞋已经
如流水线般越来越规范。

“我们在团购App上线了团购洗鞋活动，来
店里洗鞋的人多了起来，每天都要洗二三十双。”
睢阳区某洗鞋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洗鞋价
格实惠，许多人会把需要清洗的鞋子送至店里，
工作人员用专业的洗护产品和工具，两到三天就
能让鞋子光洁如新。

洗鞋行业的发展与球鞋文化的兴起密不可

分。作为一种独属于年轻人和潮人
的文化，在球鞋文化的带动下，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将鞋子送至专业
洗鞋店。

“我有个朋友之前把一双两三千块钱的鞋
洗坏了，修复起来也很麻烦，所以专业洗鞋店还
是很有市场的。”学生小王是平时喜欢购买球鞋，
他告诉记者，各类球鞋价格不菲，一些玩家出于
对球鞋的爱护，会找专门的洗鞋店洗鞋。

贴心外卖便捷高效

外卖的出现为忙碌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非
常方便的解决餐饮问题的方式。无论是在办公
室还是在家中，人们只需要通过手机或电脑下订
单，就可以享受到上门的服务。在快节奏的生活
中，这种方式省去了人们做饭或者到餐厅排队的
时间，让生活更加便捷。

“外卖变得越来越便捷，乘坐高铁时想要吃
上一顿美味可口的饭菜，乘客可以选择沿途提供
外卖服务的车站，在App上进行点菜，订餐成功
后，服务人员会把餐食送到订餐旅客指定的车厢
和席位。”经常外出办公的李先生表示，无论是早
餐、午餐还是晚餐，都可以提前预订，这种便捷的
服务方式让他不再为旅途中的餐饮问题烦恼。
如果路过不同的省市，还能通过外卖品尝当地的
特色美食。

外卖平台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餐饮选
择，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无论是想要享受美
食还是购买基本生活用品的消费者，均可在外卖
平台上对所需物品进行查找后按需下单购买。

“以前外出野餐和烧烤时需要提着大包小
包出门，有时还会忘带部分物品。但现在无需带
过多的东西，因为有什么需要的，只需要打开外
卖App，选择所需物品下单，很快外卖员就会将
物品送到。”喜欢带娃露营的孙女士表示，现在外
卖服务的便捷让她在外出露营时更加轻松自在。

外卖平台为消费者提供了广泛的餐饮选择
和生活用品购买渠道，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
便捷的服务方式让越来越多消费者的生活变得
更加便利与高效。

“懒人经济”释放消费新活力
本报融媒体记者 鲁超 实习生 肖楠

11 月 21 日，梁园
区志诚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社员在采摘樱
桃番茄。近年来，梁
园区鼓励农民成立合
作社，采用“产销一
体化”“统一管理”模
式，让高品质农产品
实现优质优价。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 栋 摄

11月21日，民权县
高新区干部在澳柯玛专
用车有限公司了解生产
经营情况。据悉，该县
冷藏保温车生产企业已
达 6 家 （冰熊、松川、
澳柯玛、通盛达、福田
雷萨、冰宏等冷藏保温
车生产企业），年产能
达 4 万辆，企业数量、
产能和产量均占国内同
行业的70%以上。

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