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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 一位工作人员展示运用铅活字印刷术印制的千字文。
当日， 2016上海书展揭幕。 从17日到23日的7天时间里， 展会展出近
15万种中外图书， 还有众多文学名家与广大读者分享写作和阅读的乐
趣。 新华社发

2016上海书展开幕

新华社电 经过４９天高水位
运行， １６日１０时， 长江武汉关水
位降至２４．９８米 ， 退至２５米设防
水位以下。 武汉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决定于当日１２时终止防汛Ⅳ级
应急响应。

６月２９日２３时 ， 长江武汉关
水位涨至２５米。 ７月７日４时达到
２８．３７米 ， 是该站有记录以来历
史第五高水位。

特别是在梅雨期， 武汉市出
现了６轮强降雨，除长江、汉江武
汉段连续多日超出警戒水位以
外，武汉市举水、倒水、府澴河等
中小河流相继发生超保证水位、
超历史水位的特大洪水。 最高峰
时全市２１１座水库溢洪，系历年之
最。 梁子湖、斧头湖、汤逊湖等主

要湖泊均创历史最高水位。
入汛以来， 武汉市堤防管理

范围内发生险情１７５处， 新洲区、
蔡甸区、 江夏区等地受灾较为严
重， 主要集中在农作物受损、 民
房倒损、 道路交通设施毁损等。

武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１６日
通报称 ， 截至目前 ， 武汉市长
江、 汉江及主要中小河流全部退
出设防水位 ， 全市２７７座水库均
降至汛限水位以下。 据长江委预
报， 未来５天长江中下游干流水
位将持续退水。

武汉市防指有关负责人说 ，
终止了应急响应， 并不意味着可
以高枕无忧， 专业人员的巡堤查
险等一系列工作还将继续， 确保
退水期间防汛安全。

宣布终止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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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杨燕绥说 ， 城乡居民医保并轨
后， 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民、
学生儿童 ， 均实行一个政策体
系、 执行一个待遇标准、 享受同
样的经办服务 ， 实现了更大范
围、 更高程度的制度公平。

根据地方人社部门提供的数
据， 城乡医保并轨后， 各地医保

定点的医疗机构、 医保药品的目
录， 都明显扩大。 尤其是参保新
农合的农村居民， 并轨后的医保
用药范围成倍增长。

比如， 山东、 广东、 宁夏城
乡医保并轨后， 城乡居民统一使
用基本医保药品目录， 农民的可
报销药品种类分别从 １１００种 、
１０８３种 、 ９１８种扩大到 ２４００种 、

２４５０种、 ２１００种， 医保用药的范
围增加１倍多。

天津市人力社保局透露， 城
乡医保并轨后， 农村居民医保药
品的数量从原来的２０００多种增加
到７３００多种， 增加了２倍。 此外，
农村居民就医定点医院的数量也
由原来的３０家左右， 扩大到目前
的１４００余家。

今年１月 ， 《国务院关于整
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
意见》 提出， 各省 （区、 市） 要
于２０１６年６月底前对整合城乡医
保制度作出规划和部署， 各统筹
地区要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底前出台具
体实施方案。

记者梳理发现， 全国３２个省
区市 （含兵团） 中， 城乡医保并
轨的进度明显不一。

天津、 上海、 浙江、 山东、
广东、 重庆、 宁夏、 青海、 新疆
建设兵团等９地， 在国务院文件

之前就已推进并轨， 建立起统一
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

今年上半年， 河北、 湖北 、
内 蒙 古 、 江西 、 新疆 、 湖南 、
北京 、 广西 等 ８省 区 市 先 后 出
台文件 、 部署整合城乡医保 ，
其 地 市 级 统 筹 地 区 的 实 施 意
见 正 在 酝 酿 ， 将 赶 在 年 底 前
公布 。

记者从人社部获悉 ， 以上
１７个 地 方 推 进 城 镇 居 民 医 保
与 新 农 合 并 轨 ， 都 将 新 农 合
的 管 理职能从卫生部门转到人

社部门， 有关机构、 人员、 信息
系统等医保经办资源也整合到人
社系统。

其余１５个地方， 尚未在省级
层面作出规划和部署。 记者采访
发现， 这些地方辖区内的部分城
市已经推动并轨， 但具体接管部
门不一， 涉及卫生、 人社、 财政
等部门。

有关专家表示， 城乡医保并
轨之后， 到底该归口到哪个部门
分管， 这在国家层面并未明确，
有些地方也未确定。

定点就医、医保用药的范围是否扩大？

城乡医保并轨进度如何？

新华社电 记者从交通运输
部获悉， 将完善公路收费管理和
监督执法， 探索高速公路分时段
差异化收费政策。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落实
《交通运输部关于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促进物流业 “降本增
效 ” 的若干意见 》 三年行动 方
案 。 方 案 明 确 提 出 ， 推 进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 的修订
工 作 ， 科 学 合 理 确 定 公 路 收
费 标 准 。 探 索 标 准 货 运 车 辆
ＥＴＣ发 展 和 高 速 公 路 分 时 段

差异化收费政策 ， 提高高速公
路通行效率。 目标到２０１８年， 标
准货运车型ＥＴＣ技术推广应用取
得实质性突破。

此外， 还将推进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 整合机构和执
法资源。 协调有关部门推动制定
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指导价， 加强
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及收费的
监督检查， 坚决查处高速公路车
辆救援服务乱收费行为。 目标到
２０１８年， 杜绝高速公路车辆救援
乱收费现象。

新华社电 内蒙古自治区包
头市近日出台政策， 采取多种补
贴优惠措施招贤纳才，计划５年内
集聚２０万名大学生前来就业创
业。

未来几年， 凡是到包头就业
创业的大学毕业生及其他高层次
人才，均可享受住房、生活、创业、
贷款等多种补贴。其中，博士生前
三年享受每年３万元租房补贴、每
月１０００元生活补贴，后三年减半；
硕士生前两年享受每年２万元房
租补贴、 每月６００元生活补贴，后
两年减半； 国家一类重点院校优
秀本科毕业生第一年享受１万元
租房补贴、 每月４００元生活补贴，

第二年减半。 如果长期留下来工
作，还将按博士生２０万元、硕士生
１０万元、“９８５”“２１１”院校本科生５
万元的标准，发放购房补贴。

同时， 设立大学生创新创业
基金， “十三五” 期间依托政府
贴息、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奖励
金融机构等办法， 向前来创业的
大学生及高层次人才提供总额为
２３０亿元左右的低息贷款。

这是包头市市委、 市政府近
日出台的《包头大学生集聚计划》
中的部分内容。 “计划”显示，全市
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２０年将集聚市内外大
学生２０万人左右， 以支撑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

记者梳理发现， 有关省区市
城乡医保并轨、做大医保“蛋糕”，
医保报销比例也相应提高。

广东省人力社保厅 介 绍 ，
２０１２年广东实现了全省医保城乡
统筹， 城乡居民医保水平此后逐
步提高， 政策范围内的住院报销
比例从５４％提高到７６％，最高支付
限额从５万元提高到４４万元。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社保厅
透露，城乡医保并轨前，当地城镇

居 民 政 策 范 围 内 报 销 比 例 为
５７％、最高支付限额８.４万元，农村
居民报销比例为５３.５９％、 最高支
付限额５万元。并轨后，城乡居民
医保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达到
６６％，最高支付限额提高到一档７
万元、二档１２万元、三档１６万元。

记者采访了解到， 除了报销
比例提高， 一些地方推进城乡医
保并轨，在人社部门“五险合一”
的管理基础上，全面建设“网络向

下延伸、数据向上集中”的医保信
息系统，提供职工、城镇居民、农
村居民均等化的医保经办服务。

重庆市人力社保局介绍， 目
前重庆市４０个区县医保系统已全
部联网 ， １００％的乡镇实 现 联 网
就医 ， ９５％的村卫生室可刷卡
就医 ， ３２００多万城乡参保人员
在 近 ３０００ 家 定 点 医 疗 机 构 、
５０００多家定点药店就医购药实现
实时刷卡结算。

医保报销比例是否提高？

今年是我国整合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推进城乡医保“并轨”的关键年。目前，全
国１７个省区市（含兵团）已经在省级层面作出规划和部署，其中一些地方已全面并轨。

城乡医保并轨后，医保基金抗风险能力是否提升？保障水平有何变化？重复参保问
题能否破解？ 围绕有关焦点问题，记者展开追踪。

武 汉

探索高速公路分时段差异化收费
交通运输部

多种补贴优惠措施招贤纳才
包 头

———聚焦城乡医保并轨五大焦点

17省区市城乡医保“并轨”
带来哪些改变

天津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
所长张宝义说， 以家庭为单位参
保的新农合， 与个人参保的其他
医保， 在制度上存在重复， 在信
息上缺乏联通， 造成务工人员、
在校学生等跨区域、 跨医保的重
复参保现象， 由此引发财政重复
补贴、 医保重复报销的问题。

据人社部测算， 以１０亿城乡
居民为基数， 全国重复参保率约
为４％， 即４０００万人重复参加医
保 。 按照目前财政补贴标准计
算， 重复补贴金额每年超过１６０

亿元。
长沙市人力社保局透露， 当

地居民漏保、 重复参保、 重复报
销的现象较为突出 ， 仅 长 沙 县
新 农 合 和 城 镇 居 民 重 复 参 保
信 息 就 多 达 ２６０００多 条 ， 重 复
报 销 记 录 ２０多 条 ， 财 政 重 复
补助５２０多万元。

“城乡医保并轨、 统一组织
参保， 发挥信息系统的唯一性功
能， 一个代码、 一条信息通道，
就能杜绝重复参保现象， 避免政
府重复补助。” 张宝义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 多地推进
城乡医保并轨期间， 借机核销了
不少重复参保人口。 比如， 浙江
各市城乡医保并轨期间， 进一步
夯实了居民参保基数， 全省挤出
了将近５％－１０％重复参保。

天津市人力社保局也透露 ，
天津城乡医保并轨期间， 彻底杜
绝了重复参保现象， 包括４０万同
时参加城镇职工医保、 农民工医
保和新农合的农村居民， 以及将
近４万跨统筹区县的重复参保人
口。 据新华社

重复参保问题能否破解？

焦点11

记者采访发现， 除了参保人
数、 医保基金的叠加效应， 城乡
医保并轨扎实推进、 医保做大做
强 ， 提升了居民对医保的信任
度， 其参保热情有所提高。

天津市人力 社 保 局 透 露 ，
２０１４年天津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
人数为５２５.６万人，相比２０１０年并轨
之初的４７６.４万人，增长了１０.１％；城

乡医保基金总筹资规模已达３２.４
亿元 ， 相比 ２０１０年整合之初的
８.８９亿元，增加了３.６４倍。

在苏州， 随着统筹城乡居民
基本医保制度的不断完善， 该市
城镇老年居民、 农村居民、 征地
保养人员、 少儿、 中小学生、 大
学生等各类非就业人员均纳入城
乡居民医疗保障体系， 实现城乡

居民基本医保全覆盖， 城乡居民
基本医保参保率达９９％以上。

“医保 ‘蛋糕 ’ 做得越大 ，
抗风险和保障能力就越强。” 中
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朱恒鹏说， 城乡医保并轨后， 参
保人数大幅增长、 年龄结构进一
步优化， 为提高参保人的医保待
遇创造了空间。

医保抗风险能力是否增强？焦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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