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头大桥跨越桂洲水道，是连接中
山南头镇和佛山顺德区的交通主干道。
其中，南头大桥左幅桥全长 360 米，于
1986 年 2 月建成通车，目前已运营 37
年。南头大桥右幅桥全长390米，于1992
年建成通车，目前已运营31年。

南头大桥小档案

下午 2点左右，记者在现场看到，参与修复工
程的施工人员拉起庆祝横幅，拍照留念。下午3点，
南头大桥左幅桥面正式开放试通车，中山往佛山方
向的车辆鱼贯上桥，南头大桥交通由单幅双向两车
道通行，转换成左右幅双向四车道通行。

记者了解到，因船只撞击事故受损的南头大桥
左幅桥，全长 360米，于 1986年 2月建成通车，目
前已运营 37年。“左幅桥的梁型，由于年代久远，
市面已不生产，我们只能重新定制模板去生产。”
中铁大桥局南三公路项目部经理杨二永表示，事
故造成南头大桥 4片T梁严重受损，施工团队需
要定制相同梁型的箱梁，重新进行架设。

据介绍，中铁大桥局南三公路项目部积极与
各方协调沟通，多次召开专题会议，优化施工组
织，对预制梁制作、架桥机施工等关键工序、重要
节点进行反复推演，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施工方
案，确保修复工程高效推进。

“全面开放交通后，南头大桥右幅桥面的交通
压力将得到缓解，方便市民出行。”杨二永表示，开
放试通车前，在早晚高峰时段，南头大桥经常出现
拥堵情况，市民过桥耗时10多分钟至20分钟；开放
试通车后，市民只需要3分钟就能顺利过桥。

南头大桥修复工程竣工试通车，
恢复双向四车道通行37年老桥重焕新生

6月8日下午，施工人员把南头大桥左

幅桥面两端的围蔽设施拆除，宣布南头大

桥修复工程竣工试通车，大桥恢复左右幅

双向四车道通行。据悉，去年7月18日，南

头大桥因船只撞击事故临时封闭左幅桥

面。随着大桥全面恢复交通，周边通行压力

将得到有效缓解，方便中山、佛山两地市民

出行。

本报记者 何淼 通讯员 丁佳

6月8日下午，南头大桥修复工程竣工试通车，大桥恢复左右幅双向四车道通行。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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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江慎诺 通讯员 吴森
豪）记者近日从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了解到，继今年 4月、5月中山和贵州
省遵义、铜仁两市社保部门签订“社保服
务跨省通”合作协议，成为首批省级服务
示范区后，在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指导
下，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在全省建
成首个“社保服务跨省通”专窗并进入试
运行，遵义、铜仁两市的服务专窗也同步
进入试运行阶段。

广东与外省人员交流频繁、往来密
切，跨省工作、居住、参保的群众数量庞
大，解决群众“多地跑、折返跑”问题成为

人社部门十分关注的民生事项。从对接
沟通、确定合作事项、协议签订、业务培
训到“社保服务跨省通”专窗建成，全程
仅用时不到两个月，跑出了跨省社保服
务的中山加速度，高效实现跨省社保经
办的“服务通”。

为了打造舒心、便捷的跨省社保服务
体验，中山市“社保服务跨省通”专窗设有
网上服务专区、智慧服务柜台、远程服务
专区等三大区域，配置有自助网办终端、
定制式可触摸平板显示器、视频装置等智
能设备，依托粤黔两省社保经办网上服务
系统，参保人在专窗即可自助办理中山、

贵州遵义及铜仁三地个人权益记录查询
打印、关系转移接续申请、待遇资格认证
等20项社保业务。

与此同时，群众通过智慧柜台的智能
指引界面，可以快速找到需要办理的跨省
社保业务，浏览办事指南及了解办理途径
等，对业务自助办理中遇到的问题，可享受

“一键响应”服务，专窗设置专人快速响应
群众需求，第一时间到达专窗前协助群众
进行办理，提供专属、个性化的绿色服务。

针对涉及跨省办理中的疑难问题，广
大市民可通过专窗的远程服务专区，实现
中山、遵义、铜仁三地视频直连，由专窗工

作人员连通多方视频专线，进行多向互
动，面对面在线沟通、解答，手把手在线导
办，实现线上专业化咨询导办答疑的“视
频办”及就地就近办成业务的“就地办”相
结合的跨省社保服务新模式。

接下来，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将完善中山市作为省级示范区的标杆作
用，不断丰富“社保服务跨省通”服务事
项，不断拓展通办范围，打造“社保服务跨
省通”品牌，为外省务工人员跨省就业、居
住、生活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异地社保
服务，构建覆盖更广、服务更优的社保服
务新生态。

中山在全省建成首个“社保服务跨省通”专窗并试运行

“房子住了好多年，确实有很多问题，
现在政府有补助，我们借此机会申请了危
房拆除。”6月5日，火炬开发区张四村村尾
下街居民黄阿姨站在自家房屋门前，看着
施工队一点点拆除房梁和砖墙，内心既有
不舍，又有几分期待。自去年7月推出危房
拆除补助方案以来，火炬开发区已拆除D
级危房 92栋，有力消除了危房安全隐患，
保障了群众居住安全。

记者了解到，黄阿姨一家五口所居住
的房屋系自建房，建筑面积不到 70平方
米，屋龄超过80年。尽管房屋有大树遮阴，
独门独院，居住环境并不差。但随着时光
流逝，大面积漏水、墙壁开裂等问题相继

出现，困扰着黄阿姨一家人。
“去年听说申请拆除危房，政府有补

助，我们总觉得盖新房花费太大，就没有
主动参与。”黄阿姨表示，今年政府继续宣
传自建房安全知识，发动她们参与房屋安
全鉴定，结果鉴定为安全D级，如果选择
自拆或者申请政府拆，可以获得每平方米
1000元的补助，“房子已经有危险了，我们
就借这个机会自拆盖新房。”

那么，房屋安全鉴定等级如何划分？
火炬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
解释，按照房屋安全鉴定等级划分，A级
和 B级基本安全，C级属于局部危房，一
般需要加固，D 级表示房屋结构承载力

已不能满足需求，构成整幢危房，应整体
拆除。

黄阿姨家的房屋属于 D 级，应如何
处理？可享受哪些补助政策？根据中山市
《关于扎实做好自建房整治工作的通
知》，我市要求各镇街，对出现明显结构
性裂缝、墙体倾斜变形、地基沉陷等垮塌
风险或迹象，经专业机构鉴定为 D 级危
房的自建房，要立即停止使用并疏散住
户和周边群众，做好封闭警示措施，及时
排险解危。不具备经营和使用条件的要
立即停止使用、暂时停止经营活动、撤离
人员，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同时，各镇
街结合本地实际，加强对双低家庭危房

住户的帮扶力度。
为推动危房拆除工作，去年7月，火炬

开发区出台危房排险解危补助政策，对有
证和无证的D级房屋，分别按照 1000元/
平方米和 8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拆除
补助，补助上限分别为 10万元和 8万元。
房屋业主可以选择自拆和申请政府拆除。
记者了解到，该补助方案从去年12月底延
期至今年 6月 30日结束，期间完成拆除并
办理验收手续即可申请补助。

据火炬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统计，
截至6月7日，该区通过危房拆除补助政策，
现已拆除D级危房92栋。

本报记者 李红

拆除D级危房最高可补10万元
火炬开发区危房排险解危补助政策本月底截止，目前已拆除D级危房92栋

跨省办社保不需要“多地跑、折返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