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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付真卿）1月11日，四川正式上线全省统一
的健康码。四川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应急指挥部发布公告指出，根据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原则上各省（区市）仅保
留一个统筹建设的健康码”要求，为适应常
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相结合的需
要，服务群众有序流动，充分运用大数据手
段助力疫情防控，省应急指挥部决定在全省
启用统一的健康码——“四川天府健康通”。

“四川天府健康通”由省大数据中心负
责开发，是四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显示个
人健康状况的二维码电子凭证，是疫情防控
查验依据。各地各部门不再自行设置运营
其他健康码，全省实行一人一码、实名认证、
亮码通行。此前已注册成都“天府健康通”
用户，可与“四川天府健康通”实现无感切
换。此外，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
国家防疫健康信息码和其他省（区、市）依托
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落实了信息互认
的健康码，在四川境内也可作为通行凭证。

所有在川人员及来（返）川人员可通过微
信和支付宝小程序、“天府通办APP”等途径
申领“四川天府健康通”。对老人、儿童及其他
线上申领困难人员，可由其亲属代为申领。境
外人士可凭其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申领。

“四川天府健康通”将对疫情实施分类
精准管理，分为红码、黄码和绿码，对高中风
险人群赋予红码或黄码，按照红码禁止、黄
码限制的方式管控人员流动。持绿码人员
可自由出入公共场所，对其正常流动不作疫
情防控措施限制。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确定的重点场
所、重点岗位、重点人群，居民群众应按所在
区域或所属行业的“四川天府健康通”管理
相关规定，严格实行扫码或打卡管理。铁
路、公路、民航、旅游等行业系统和企业，要
严格按照疫情分区分级分类防控要求，提升

“四川天府健康通”精细化服务水平，为老年
人、儿童等群体通行提供“离线码”“无码通
道”等便捷服务，提前告知疫情防控相关措
施，服务群众安全出行。

全省统一健康码“四川天府健康通”上线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熊英英）1月12
日，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发布数据
显示，2020年12月四川CPI总水平环比
上涨0.6%，同比下跌0.2%，较11月跌幅
收窄0.6个百分点；1-12月累计上涨
3.2%，较1-11月回落0.4个百分点。

同比来看，2020年12月食品烟酒类
价格上涨0.7%。其中，粮食价格上涨
1.1%、食用油价格上涨3.2%、鲜菜价格上
涨9.4%、猪肉价格下跌3.5%、禽肉类价格

下跌9.5%、水产品价格上涨0.3%、蛋类价
格下跌7.8%、鲜果价格上涨2.6%。烟草
价格上涨0.4%、酒类价格上涨2.9%。

自去年10月猪肉价格涨幅首次转
降后，已连续三个月同比下降。

其他七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四涨
三跌”：衣着类价格同比下跌0.4%，居
住类价格同比下跌1.0%，交通和通信
类价格同比下跌3.2%。生活用品及服
务价格同比上涨0.1%，教育文化和娱

乐类价格同比上涨0.3%，医疗保健类
价格同比上涨0.4%。其他用品和服务
类价格同比上涨1.8%。

工业数据方面，2020年12月份，四
川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环
比上涨1.2%，比上月扩大0.5个百分点，
同比持平，全年平均同比下降1.2%。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IPI）环比上
涨1.3%，比上月扩大0.9个百分点，同比
下降0.5%，全年平均同比下降1.9%。

中央层面划转部分国有资本
充实社保基金全面完成

新华社北京1月 12日电 记者
12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截至2020年
末，符合条件的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
机构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
金工作全面完成，共划转 93 家中央
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国有资本总额
1.68万亿元。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推
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的决策部署，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和国资委密切配合，全力推进
划转工作。财政部表示，中央层面划
转工作的全面完成，为促进建立更加
公平、更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提供
了有力保障，充分体现了国有企业全
民所有，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实行一人一码、一码通行、
实名认证

问：推出全省统一健康码有何背景？
答：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明

确要求，原则上各省（区、市）只保留
一个统筹建设的健康码。同时，考虑
到目前国内外复杂严峻的疫情防控
形势和四川具体情况，加之春节将
至，四川作为人口流动大省面临的防
控难题等多方面因素，省应急指挥部
决定建设全省统一的健康码和疫情
防控大数据平台，以适应常态化精准
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需要，服务群众
有序流动，健全大数据防控机制，保
障数据安全。

省大数据中心具体负责“四川天
府健康通”的研发，在总结吸收成都
市已有数据和经验做法，并学习借鉴
北京、上海、广东的健康码服务功能
的基础上，省大数据中心研发团队通
过24小时不间断轮班攻坚，在14天之
内就实现了平台运行测试和上线。

问：新的健康码如何申领？
答：“四川天府健康通”实行一人

一码、一码通行、实名认证，目前主要
通过3个渠道申报：微信和支付宝小
程序、“天府通办”APP。

对于老人、儿童及其他线上申领困
难的人员，可由其亲属代为申领。境外

人士可凭其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号
申领。

问：成都“天府健康通”还可以使
用吗？

答：此前在成都地区使用的“天
府健康通”健康码整合到省平台，成
都的“天府健康通”可与全省统一的

“四川天府健康通”实现无感切换。
省内各地各部门不得再自行设置运
营其他疫情防控码，确保持“四川天
府健康通”绿码人员在全省范围内一
码通行。

同时，国家防疫健康信息码和其
他省（区、市）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落实了信息互认的健康码，在
四川境内也可以作为通行凭证。“四
川天府健康通”也将逐步推动在其他
部分省（区、市）的跨省互认。

按红色禁止、黄色限制的方式
管控人员流动

问：哪些场所需要使用健康码？
答：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确定

的重点场所、重点单位，如学校、监管
场所、农贸市场、医院、机场、火车站、
出入境口岸、客运站、社会福利养老
机构等，要严格对出入人员落实健康
码扫码查验等疫情防控要求。

一些重点行业或场所可及时申
领专有二维码（场所码），供出入人员

扫码核验。同时，各重点场所要注重
做好老年人、儿童等人群服务工作，
优化亲友代办、工作人员代查等服
务，具备条件的重点场所可设立“无
码通道”，做好健康监测和信息登记。

问：新的健康码如何实现分类精
准管理？

答：“四川天府健康通”通过对
个人数据进行计算分析，根据赋码
规则，将人员状态分为红码、黄码和
绿码，并按照红色禁止、黄色限制的
方式管控人员流动。随着时间推移
或者核酸检测阴性等条件变化，红
码、黄码人员变为绿码，解除相应限
制措施，可以进行正常流动。在变
码过程中将及时发送变码提示信
息，指引群众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问：“四川天府健康通”还有哪些
功能？遇到疑难问题怎么办？

答：除了作为健康状况电子凭
证，“四川天府健康通”平台目前已提
供核酸检测机构查询、核酸与抗体检
测结果查询、新冠疫苗接种查询、风
险区域查询等便民服务，今后还将持
续推出更多更便捷的服务。在使用
中如有疑问，可以通过“四川天府健
康通”在线咨询，也可拨打12345政务
服务热线咨询。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付真卿

揭秘“四川天府健康通”

三个渠道申领 一码通行全川

1月11日，四川全省统一的健康码——“四川天府健康通”正式上线。即日起，所有在川人员及来
（返）川人员都可以申领一人一码、实名认证的“四川天府健康通”健康码，持绿码的人员可以在全省范围
内一码通行。

为何要在此时推出全省统一的健康码？新健康码如何申领使用？其在疫情常态化精准防控中又能
发挥哪些作用？11日，四川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省应急指挥部”）和省
大数据中心相关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访，权威解读关于“四川天府健康通”的各类问题。

2020年四川CPI累计上涨3.2%
猪肉价格连续三个月同比下降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记者 12
日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1 部门
发布意见，要求统筹做好2021年春运
工作和疫情防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平
安有序出行。

2021年春运将从1月28日开始，3
月 8 日结束，共计 40 天。《关于做好
2021年春运工作和加强春运疫情防控
的意见》指出，要把疫情防控放在首位，
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
有机结合，切实强化底线思维，充分预
估风险挑战。

经会商研判，2021年春运我国人口
流动规模将显著低于常年，客流量存在

较强不确定性。在需求缩减和运力提
升双重作用下，预计营业性客运压力将
减轻，高铁、民航出行比例进一步提高，
小客车出行偏好明显增加，恶劣天气、
农村道路安全风险等需要高度关注。

意见要求，健全协调有力的春运工
作机制。各地区要建立由政府主管领
导牵头的春运工作机制，并将卫生健
康、教育、文化旅游部门纳入。要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各类客运场站和交
通运输工具春运期间要增加通风、消毒
等措施频次，落实飞机、列车、长途客
车、重点水域水路客运等交通运输工具
的实名购票、对号入座。加强乘客和一

线职工个人防护。所有客运一线服务
人员要规范佩戴口罩，督促要求旅客全
程佩戴口罩。

意见明确，要切实加强运力保障，
着力优化运输衔接。积极引导错峰出
行，倡导职工群众就地过节。鼓励用人
单位结合工作需要和职工意愿，统筹安
排休假。工会组织要积极与用工单位
协商息工开工时间，组织做好务工人员
错峰返乡返岗。鼓励互联网企业开发
春运信息服务产品，运用大数据等技术
及时预测发布热门目的地、交通枢纽客
流量、道路拥堵等信息，引导旅客合理
安排出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发布意见要求

统筹做好2021年春运工作和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