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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场以人民健康为中

心，立足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的医

疗保障改革，在上海持续展开。从

“一件事一次办”到长三角跨地就

医服务免备案、药品带量采购，多

层次的医保体系正在稳步建设，将

更好地保障病有所医，提升人民群

众的就医满意度。

打造数字化平台
医保事项线上办

在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街

道社区事务办理中心，顾女士听说

有医疗费报销“一件事一次办”服

务，赶紧来打听操作流程。“我经常

需要给家里老人办理医药费报销，

每 次 来 窗 口 办 理 业 务 总 需 要 请

假。花在路上的时间、交通费都让

人头疼。有了这个新服务，会方便

很多。”顾女士说。

有多方便？已替家中老人办

理好医疗费报销的市民陈先生熟

练地在手机上做演示：登录上海市

“一网通办”平台，在“一件事一次

办 ”专 栏 里 ，找 到“ 我 要 报 销 医 疗

费”按钮，点击“立即办理”。在网

上填写包含相关事项信息的表格，

即可实现医保在线申请。随后，在

家便可以实时在线查询各项业务

的办理进度及结果。14 个工作日

内，医疗费报销、医疗救助对象经

基本医保费用报销后的救助金给

付等款项就会打到自己提交的银

行账户里。

医疗费报销“一件事一次办”，

是 2020 年 6 月，由上海市医保局牵

头，会同市民政局、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等部门，在上海市大数据中心

全力支持配合下，率先上线试运行

的改革举措。通过信息系统改造

升级，实施业务流程再造，实现“一

件事一次办”，全面提升了群众就

医办事的便捷度和满意度。

截至目前，上海已有 55 个医保

服务事项接入“一网通办”。过去

一年，全市医保“一网通办”件数超

过 308 万件，医疗耗材、约定服务和

自制制剂的审定等 3 项办理事项，

所需要的材料数量从 21 件减少为

3 件。群众和企业办理医保事项越

来越便捷。

异地结算更方便
医疗资源可共享

来自浙江嘉善的杨阿姨在上

海青浦医院看病时，直接刷上了自

己的医保卡，不用事先备案。“我患

有 高 血 压 ，每 个 月 要 跑 医 院 好 几

趟。现在免备案，可以直接刷卡，

不用再跑来跑去，非常方便！”

去年 8 月，在沪苏浙三省市大

力协同下，上海青浦、浙江嘉善、江

苏吴江三地启动了医保“信息一体

化、服务一体化、保障一体化、共享

一体化、管理一体化”五个一体化

建设试点，开始打造长三角异地门

诊直接结算升级版，在示范区内率

先实现了医保基本公共服务便利

共享。

截至今年 2 月底，长三角异地

门诊直接结算已实现全部 41 个城

市 和 8100 余 家 医 疗 机 构 全 覆 盖 。

长三角异地门诊和住院直接结算

421 万 余 人 次 ，涉 及 医 疗 费 256 亿

余元。而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内，医保一体化建设已向着区域就

医免备案、经办服务一站式、慢病

特病结算通、网上医保在线付、异

地审核协同化等纵深方向探索迈

进。下一步，示范区推行的免备案

等举措和经验，即将在长三角地区

进一步推广。

同样来自浙江嘉善、如今长居

上海的俞女士，因患胃病，原来需

要定期到医院复诊，按时配药。现

在，她可以通过长三角（上海）智慧

互联网医院（朱家角人民医院），在

手机上进行网上复诊、配药，足不

出户就能享受到方便快捷的医疗

服务，实现网上跨省异地医保支付

结算。

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开始

的“互联网医院”异地患者医保在

线支付结算建设，如今正在推广。

上海市仁济医院、儿童医院、徐汇

区中心医院等 28 家医院以及江苏

省人民医院、浙江邵逸夫医院等，

已成为首批开通“异地医保支付”

的互联网医院。未来，还会有更多

长三角城市上线开通互联网医院，

让长三角地区异地居住、工作以及

需要转诊治疗的参保人，可以利用

“互联网+医保”系统复诊就医，共

享更多的优质医疗资源。

药品集采降费用
医疗保险兜牢底

从 2015 年 至 2018 年 ，上 海 依

托医药采购“阳光平台”，分三批对

部分临床常用的医保药品试点带

量采购，42 个中标药品在保证质量

和供应的基础上，价格平均降幅超

过 50%。

上海研究制定了多项配套措

施，确保国家药品和医用耗材集采

中选结果平稳落地实施。作为对

国家药品带量采购的有效补充，上

海医保和卫生健康部门还鼓励公

立医疗机构，以多种方式对暂未纳

入国家集采和上海市带量采购的

药品开展集中议价采购，提升医疗

机构议价采购规模效应，进一步降

低患者药费负担。

一系列改革举措之下，群众关

心的部分重大疾病、慢性病治疗用

药费用明显下降。比如，非小细胞

肺癌治疗用药吉非替尼，以前患者

使用原研药品每盒需个人支付 910
元，2018 年底纳入国家集采后个人

支付费用下降到每盒 210 元。主要

用于乙肝抗病毒治疗的阿德福韦

酯，以前进口原研药品价格约每片

15 元，2019 年底纳入国家集采后中

选药品每片仅为 0.95 元。

在黄浦区五里桥社区卫生中

心，Ⅱ型糖尿病患者沈先生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他长期服用格列美脲

片，单片费用为 4.33 元。药品带量

采购后，沈先生自愿更换为带量中

选品种，每片费用仅为 5 分钱。“经

过一段时间的用药和持续监测，血

糖控制理想，药品带量采购的的确

确给病人带来了很大的实惠。”沈

先生说。

前段时间，由上海市医疗保障

局指导、9 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的

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沪

惠保”上线。这是上海完善多层次

医疗保障体系、减轻大病患者医疗

费用负担的新举措之一。

上海既有强基本、兜底线的设

计，解决基础性医疗保障问题，为

需要帮助的群众提供精准救助；也

在积极探索多元供给，政府和社会

形成合力的路径。比如设立上海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参保居民尿毒

症透析、肾移植抗排异、恶性肿瘤

和部分精神病等四类疾病的治疗

费用，在基本医保报销后，可由大

病保险资金再报销 60%。“沪惠保”

等“医保+商保”探索，进一步减轻

了大病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

上海完善医疗保障体系，不断服务群众——

少跑腿少花钱 更便利更实惠
本报记者 姜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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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

合采购办公室发布通知，计划分批开

展骨科类高值医用耗材产品信息采集

工作。首批开展人工髋关节、人工膝

关节类高值医用耗材产品信息采集。

这意味着继心脏支架之后，这两种人

工骨科关节将成为新一批国家组织集

中带量采购的高值医用耗材。

由去年 11 月开展的心脏支架集

采，将均价 1.3 万元的心脏支架价格降

至 700 元左右，预计每年节约医疗费

用 117 亿元。从心脏支架集采的经验

来看，骨科关节的集采将有助于降低

耗材费用，对于要用两种人工骨科关

节的患者来说，将减轻费用负担，提高

了该类高值耗材的可及性。

在人们看病费用中，药费、耗材费

用占据了大头。近年来，国家医保局

组织开展的药品、高值医用耗材集中

带量采购，对创新药、独家药品进行谈

判准入等改革举措，每一项举措节约

费用都在百亿元以上。

目前，国家集采的 112 个药品，平

均降价 54%，每年节约费用 539 亿元。

同时，各省普遍以独立或联盟方式开

展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

229 种 药 品 、19 类 医 用 耗 材 。 6 月 2
日，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发

布公告，公布集中采购文件和采购药

品目录。这意味着新一轮的药品集中

带量采购将开展，更多原研药和通过

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将降价，惠及更

多参保患者。

除了开展集中带量采购，异地就

医报销也备受关注。符合条件的参保

人在全国各地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均可以实现住院费用跨省

直接结算。今年 2 月 1 日起，27 个省份开展普通门诊费用

直接结算试点，截至目前，29 个省份的 219 个统筹地区启动

了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截至 4 月底，已累计直接

结算 493.88 万人次，医疗费用 12.31 亿元，基金支付 7.00 亿

元。参保人跨省看普通门诊也能报销费用，不用垫付医

药费。

从住院结算起步，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已实现所有

险种、所有统筹地区、主要医疗机构的全覆盖，参保人在各

地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均可以实现直接结算。

除了普通门诊，西南五省份从今年 1 月份起开展高血

压和糖尿病门诊慢特病的跨省直接结算试点。下一步，国

家医保局将及时总结试点经验，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和定

点医疗机构数量。

办理跨省医保直接结算的流程是先备案，选定点，再持

卡就医。截至今年 4 月底，北京、山西、内蒙古、辽宁等 22 个

省份的 208 个统筹地区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和备案

小程序提供线上备案服务；天津、浙江、江西等 7 个省份的

24 个 统 筹 地 区 启 动 自 助 开 通 异 地 就 医 直 接 结 算 服 务 试

点。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累计成功办理备案 18.51 万

人次。

为了方便参保人跨省就医直接结算，国家医保局全力

推进医保信息平台建设，通过建设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

台、采用全国统一的医保业务信息编码、推广全国统一的医

保电子凭证等一系列举措，实现全国医保的“通用功能”。

同时，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和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官网也上线了门诊异地就医查询功能，

方便参保人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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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上海不断完善多
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将医保服务事项接入

“一网通办”平台，群众
可以在线办理业务，实
现“一件事一次办”；推
进长三角城市医疗服
务一体化建设，开设互
联网医院，促进医疗资
源共享，提升异地就医
的便捷性；通过带量采
购降低药品价格，并推
出“沪惠保”等保险产
品，减轻大病患者医疗
负担。

清晨，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东门岛，一名身

穿白大褂、手提医药袋的医生登上渡船，像往常一样为居

民上门随访。

他叫吴秀明，是象山县石浦镇东门社区卫生服务

站的医生，被海岛居民亲切地称为“老吴”，负责东门渔

村和附近几个小岛居民的健康。1976 年，21 岁的吴秀

明在象山人民医院医士班学成毕业，来到象山县南田

岛樊岙公社卫生院工作，后来又被调到东门岛，一干就

是 45 年。45 年间，他搭渔船乘轮渡、爬礁石翻山头，走

遍辖区海岛，记住了村民的基础疾病。

2015 年，吴秀明退休后被医院返聘，继续留在海

岛工作。在他看来，自己的坚守是为了乡亲们的健

康，这份工作做得值。“去哪里都是为人民服务，既然

来到这里，就认真把工作做好！”

上图：吴秀明登上渡船出诊。

右图：吴秀明（左一）在患者郑小福家里为他量

血压。

窦瀚洋 章勇涛摄影报道

45年来翻山越海，给海岛居民治病送药，吴秀明——

为了乡亲们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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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8日电 （记者顾仲阳）近日，记者从中国

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举办的“光明工程·白内障复明”项目座

谈会上获悉：该项目实施 3 年来，累计救治白内障患者 150 万

人，其中为超过 30万户建档立卡患者实施了免费手术。

根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总

体部署，“光明扶贫工程·白内障复明”项目将更名为“光明工

程·白内障复明”项目，重点面向“三农”、面向基层、突出中西

部、突出困难群体，计划在“十四五”期间每年救治 20 万农村

低收入白内障患者，5 年达到救治 100 万以上的目标。座谈

会上，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光明扶贫工

程·白内障复明”项目评估报告，项目免费救助建档立卡患

者 303692 人。

超30万建档立卡白内障患者获救治

本报北京 6 月 8 日电 （记者刘峰）6 月 8 日，宁夏回族

自治区政府、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在京举办新

闻发布会，介绍“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

试验区”设立情况，并解读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

今年 5 月，国务院批准了《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

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由农业农村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共同建设。综试区规划

面积 502.2 平方公里，覆盖银川市和吴忠市的 6 个县区，其

中核心区 108 平方公里，将重点试验引种引技、产权融资、

人才培养等方面政策，创新示范标准对接、国际营销、生态

保护、产业融合等模式。综试区辐射区 394.2 平方公里，主

要承担推广核心区先行先试成果和成功经验的任务，在开

放合作、产业融合、综合改革、绿色发展等方面与核心区配

套联动，扩大示范效应。综试区预计 5 年左右将建成综合

产值 1000 亿元规模的现代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区。

目前，宁夏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到 50 万亩，酒庄 211
家，年产葡萄酒 1.3 亿瓶，先后有 50 多家酒庄的葡萄酒在国

际 葡 萄 酒 大 赛 中 获 奖 ，“ 贺 兰 山 东 麓 葡 萄 酒 ”品 牌 价 值

281.44 亿元。

“我们将把综试区建设作为重大机遇，把葡萄酒产业作

为高质量发展的支柱产业，将宁夏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规划》与综试区建设《总体方案》紧密衔接，配套一系列扶

持政策，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为中国葡萄酒产业高质量、现

代化发展蹚出一条新路子。”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

赵永清介绍。

宁 夏 打 造 1000 亿 元 产 值
现代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区

近日，在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的新

建路东段 27 号，有一段路面积水严重，

对路过车辆与行人通行造成不便。不

一会儿，“渭滨城市之眼”随手拍小程序

收到市民上报情况。渭滨区智慧城市

治理监督指挥中心立即受理并派发至

区环境卫生管理站，事发辖区执法队员

与环卫工作人员联合出动，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抢修水管、清理路面积水、恢复

路面畅通，3 小时后案件处理完毕。

智慧城市治理监督指挥中心给基

层社会治理带来了很多变化。“通过微

信小程序，市民发现城市治理问题或不

文明行为可以随手拍、随手传。小程序

里 的 案 件 列 表 实 时 更 新 ，点 开 案 件 详

情，还能查看案件办理详细过程。办结

后 ，上 报 案 件 的 市 民 还 能 领 取 红 包 奖

励。”工作人员一边在手机上演示，一边

告诉记者。

“请立即对您出店经营的违规行为

进行整改。”在渭滨区智慧城市治理监

督指挥中心指挥大厅，一名工作人员正

在远程处理一起出店经营案件。工作

人 员 介 绍 ，这 起 案 件 由 巡 检 机 器 人 发

现，并在第一时间通过智能三包系统后

台自动向店长和辖区路长发送了警示

短信，要求店长自行整改。店长未予执

行 ，路 长 带 领 小 巷 管 家 现 场 劝 导 仍 未

果，于是由执法队员前往处理。通过指

挥大屏可以看到，执法队员迅速抵达事

发现场，对违规店铺进行了依法处罚，

并联合路长、小巷管家对出店经营商品

等进行了快速清理。

据工作人员介绍，智慧城市治理监

督系统依托“雪亮工程”及中心自建的

视频设备资源，实现无需人工就可以自动发现各类城市事

件。系统涵盖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的 600 余路视频资源，

巡检机器人全天候在路段轮巡检测，可实现秒级识别、自动

抓拍、声光报警，报警准确率达 97%以上。

在“互联网+城市”管理工程全域覆盖、全时可用、全程

可控的新模式下，城市管理正变得像绣花一样精细。

畅通 12345 市民热线、12319 城管热线和市长留言信

箱，推广“渭您服务”系列微信公众号及“渭滨城市之眼”随

手拍小程序……为了让社会治理之路走得更实更稳，在发

动市民参与的同时，智慧城市治理监督指挥中心平台也十

分注重基层工作者的力量。平台全面推行以路长、店长、楼

长为核心的“三长制”工作机制，细分网格，由网格长统一负

责，动员志愿者参与，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织密城市治理

一张网。

“作为渭滨区‘三长制’工作机制在基层的延伸，我们打

开了民情反映的渠道，让居民自治队伍成为渭滨基层社会

治理的亮点，走出了一条具有渭滨特色的社会治理之路。”

智慧城市治理监督指挥中心主任弓辉说。平台试运行两个

月，智能巡检机器人累计发现抓拍案件 4928 起，随手拍小

程序上报案件 700 余起，市数字化案件受理 9500 多起，极大

提高了城市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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