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次在南宁看病，省去了备案手续，真

的方便很多。”在医院拿到异地就医住院结

算单，46 岁的凌征南说。

凌征南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兴

业县高峰镇上河村，到南宁住院，属异地就

医。在过去，广西区内异地就医要提交一系

列材料备案，给群众带来不便。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广西聚焦医

保、就业、教育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持续

开 展“ 为 民 解 忧 办 实 事 ”系 列 行 动 。 7 月 1
日 起 ，广 西 正 式 实 施 自 治 区 内 异 地 就 医

“ 免 备 案 ”政 策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含 生

育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员在参保统筹地区外、自治区内定点医药

机 构 异 地 就 医 购 药 ，实 行“ 免 备 案 ”管 理

服务。

这项改革惠及 5136 万多名参保人员，广

西区内流动就医“无障碍”成为可能。“免备

案”减轻了就医负担，让群众异地就医更顺

心、更省事、更快捷。

深入调研细致评估
调整政策方便群众

说起之前的病情，凌征南一阵后怕：早

稻收割完，正扎口袋，人突然没了精神。“煮

锅鸡汤，尝不出咸淡，我以为没做好。后来

自己猛灌米醋，才发现味觉都没了。”凌征

南说。

来南宁经过神经外科手术治疗后，凌征

南的病情逐渐好转。“在南宁我无亲无故，正

发愁该找谁帮忙备案的时候，医院告诉我备

案制取消了。”凌征南觉得意外又轻松。

今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组织人员分 3 批次赴各地开展调研，了解到

群众期待“短平快”的异地就医服务。据统

计，2022 年，广西区内异地就医住院直接结

算量达 69.98 万人次，其中未办理备案手续

的为 36.41 万人次，占比 52%。

广 西 区 内 异 地 就 医 备 案 制 已 实 行 多

年。异地转院，以前需要医院开证明、村委

会盖章、医保中心签字。后来虽然可以通过

电话、传真、网络、手机 APP 等多种方式办

理，但部分群众尤其是老年人在使用手机、

网络办理备案等方面仍存在困难。

调 研 发 现 ，不 少 群 众 是 在 支 付 完 医 疗

费用后才咨询如何备案。不了解政策、不

清楚办理流程、不熟悉材料要求，都影响了

群众对医保服务的获得感。调研过后，自

治区医疗保障局决定，要进一步优化程序、

完善政策，让群众切切实实享受到医保政

策带来的利好。

召开医保部门、定点医药机构座谈会，

分析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现状、经办服务效

能，测算评估医保基金运行情况……经过反

复调研并多次征求有关意见，自治区医疗保

障局印发《关于优化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

管理服务的通知》，区内异地就医“免备案”

政策出台。

对此，广西国际壮医医院主治医师彭佩

纯很欣慰：“以往，常有患者不懂联系医保部

门或没有家属帮办理备案，耽搁治疗。如

今，在广西区内异地就医购药方便多了。”

异地就医更加便捷
直接结算减轻负担

“免备案”措施推出后，广西改变了“参

保人员未办理异地备案，在统筹地区外、自

治 区 内 住 院 治 疗 报 销 比 例 降 低 15% ”的 政

策。这对工作地与居住地常不在同一城市，

而按政策规定只能选择一地备案的铁路职

工来说，获得感尤其明显。

对比近两年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

公司新员工手册，今年的版本删去了“在南

宁市以外住院就医，需办理异地就医备案，

否则增加个人负担比例”的内容。该公司社

会保险部社保业务科经济师肖坤丽说：“职

工就医负担确实减轻。”

“广西铁路在职职工及退休人员共有 11
万多人参加自治区本级医保，其中异地工作

和生活人员有 8 万多人。”肖坤丽介绍。

铁 路 职 工 的 工 作 地 点 多 线 路 长 ，流 动

性大。一旦生病，职工们为便于家人照顾

及陪护，多选择回居住地住院治疗。而在

工作地备过案后，在居住地就医便会少报

销 15%。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梧州货

运中心职工余玉生说：“我家在桂林，工作在

梧州，异地就医备案也在梧州。现在实行了

‘免备案’政策，报销待遇提升了，解除了我

们的后顾之忧。”

“免备案”后，符合条件的广西参保人员

使用医保电子凭证、社会保障卡等有效证

件，就能完成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一站式”直接结算。所有就医结算流程都

与参保地就医一样，按参保地就医的起付

线、报销比例等待遇标准结算。因特殊情况

无法直接结算医疗费用的群众，可以到医保

经办窗口办理医保报销。

据测算，“免备案”每年将减轻参保群众

医疗负担约 6.6 亿元。目前，广西全区可办

理医保经办服务事项的乡镇（街道）、村（社

区）分别为 1260 个、13738 个，覆盖率分别达

100%、85%以上。

完善政策加强监管
促进服务安全高效

实行“免备案”后，患者会不会都到医疗

资源丰富的地区就医？“免备案”使得群众就

医选择更多，患者流动性加强，医保基金监

管如何适应新的变化？

针对第一个问题，调研组了解到，“免备

案”定点医疗机构现有 1.74 万家，能够满足

群众基本就医需求。目前也没有出现异地

就医人数激增的情况。

针对第二个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

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庞军介绍：“我们成立

工作专班，动态监测和分析异地就医资金使

用情况，配合卫生健康委加快推进分级诊疗

制度和紧密型医共体建设，确保常见病、多

发病能够就地治疗。同时，我们加大医保基

金监管力度，会同人民检察、公安、财政等部

门开展医保领域欺诈骗保专项整治，建立飞

行检查、抽查复查、倒查追责工作制度，完善

异 地 就 医 协 同 监 管 制 度 和 跨 区 域 工 作 机

制，着力打击假病情、假病人、假票据等欺

诈骗保以及过度诊疗、诱导住院等违法违

规行为。”

同时，智能化系统也为医保服务的安全

高效提供了有效助力。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

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系统的监管，每一笔结算

的参保地、就医地是哪里？医保基金支付了

多少？个人支付了多少？全部一清二楚。

“后台长着‘数据眼’，一天盯着几万笔。”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劳菊荭说，“异常

数据，我们会定期筛出，现场检查执法。”

监测数据显示：“免备案”政策实行后一

个月内，广西区内异地就医住院直接结算约

7.64 万人次，医保支付 6.28 亿元，既方便了

群众，也减轻了就医负担。

“我们的政策工具箱很充实。未来将紧

扣‘群众看病方便不方便、满意不满意、贵不

贵’，以系统观念综合施策，加强医保、医疗、

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确保‘免备案’改革释

放最大政策红利。”庞军说。

广西实施区内异地就医“免备案”政策—

5100多万名参保人员看病报销更方便
本报记者 张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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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群众享受更加便
利、优惠的医保服务，广西
壮族自治区深入组织调研，
针对患者实际需求，出台区
内异地就医“免备案”政策，
简化异地就医程序。同时，
完善配套措施，借助信息化
平台，方便群众看病，减轻
医疗负担。

核心阅读办实事 解民忧

本报北京 8月 14日电 （记者邱超奕）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获悉：8 月 14 日至 20 日，人社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

动推出文科类毕业生、独角兽企业专场（华北）、汽车、连锁经营

4 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 23.8 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达

610.2 万人次。

其中，文科类毕业生专场由国聘承办，组织中建材物资、国

投安信（上海）投资等 264 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人力资源、行政

综合、文案策划等岗位，招聘需求 2400 余人次。

独角兽企业专场（华北）由猎聘承办，组织京东、字节、车好

多、滴滴等近 150 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数据分析、产品经理、运

营等岗位，招聘需求 1000 余人次。

汽车专场由“就业在线”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联合承办，组

织安徽江淮汽车、江铃汽车、江苏中科朗恩斯车辆、山东蓬翔汽

车等近 7500 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设计研发类、市场研究类、汽

车维修、区域销售人员等岗位，招聘需求 11.9 万余人次。

连锁经营专场由“就业在线”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联合承

办，组织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四川永辉超市、深圳百果园实业、

广州华胜企业管理服务等 23 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采购、

销售、店长、客服等岗位，招聘需求 598 万余人次。

用 人 单 位 和 求 职 者 可 通 过 中 国 公 共 招 聘 网（http://job.
mohrss.gov.cn）、中 国 国 家 人 才 网（https://www.newjobs.com.
cn）、就业在线（https://www.jobonline.cn）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

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标识

进入分会场参与。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
推出四类线上专场招聘

本报北京 8月 14日电 （记者林丽鹂）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获悉：2023 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完成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 2921763 批次，依据有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进行

检验，发现不合格样品 70174 批次，监督抽检不合格率为 2.40%，

较 2022 年同期下降 0.11 个百分点。与上年同期相比，餐饮食

品、酒类等 25 大类食品抽检不合格率有所降低。

消费量大的粮食加工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肉制品，蛋

制品，乳制品等 5 大类食品，监督抽检不合格率分别为 0.43%、

0.53%、0.76%、0.15%、0.16%，均低于总体抽检不合格率。

从检出的不合格项目类别看，一些不合格项目占抽检不合

格样品总量为：农药残留超标 42.98%，微生物污染 14.67%，超范

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13.06%，有机物污染问题 9.21%，兽药

残留超标 7.83%，重金属等污染 6.46%，质量指标不达标 4.92%。

针对监督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部门已向社会

公布监督抽检结果，并按有关规定及时开展核查处置，严格控制

食品安全风险。

上半年25大类食品安全
抽检不合格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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