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各地改革方案落地， 也
有人对改革提出意见： 以前在家
门口药店买药， 现在为了报销还
要跑到定点医疗机构门诊挂号；
门诊统筹报销设置起付线、 最高
支付限额， 保障力度不如住院报
销等。

“参保人对改革感受最为直
观。” 顾雪非说， 为了让改革红
利真正惠及最广大群众， 需要充
分考虑对老百姓、 医药机构等利
益相关方的影响 ， 多方共同发
力， 方便老百姓就医购药。

根据相关部署， 职工医保门
诊共济保障改革将通过3年完成。
目前， 大多数地区已经公布职工
医保个人账户改革、 门诊共济保

障机制的实施细则， 但各地经济
发展水平、 医保统筹力度等情况
存在差异， 相应的改革策略与举
措不尽相同。

受访专家与业内人士建议，
要切实回应群众提出的合理诉
求， 在提高医疗保障服务的便捷
性和可及性、 加强政策解读等方
面着手， 切实破解群众求医问药
难题。

“改革过程中存在不同声音
是正常的。” 王震说， 改革政策
效益的显现也需要时间， 要同步
推进协同配套服务， 如合理调整
门诊报销的起付线与最高支付限
额、 尽快将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
药店纳入门诊统筹、 探索将符合

条件的 “互联网+” 医疗服务纳
入保障范围等。

不少地区采取分步调整， 促
进政策平稳过渡。 也有一些地区
降低门诊报销起付线、 提高报销
限额等， 如广州在门诊报销由月
度限额调整为年度限额的基础
上， 提高了报销金额； 北京不再
设置医保门诊最高支付限额。

记者了解到， 截至发稿时，
一些地方已进一步优化有关配套
措施。 武汉市医保局发布公告，
在前期已经公布的1000多家零售
药店试点的基础上 ， 将第三批
4065家定点零售药店纳入职工医
保门诊统筹保障范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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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专家解读职工医保改革热点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教育
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昨天发出
通报， 指出近日有群众反映 “叶
圣陶杯” 华人青少年作文大赛违
规办赛问题， 目前教育部正会同
相关方面作进一步处理， 提醒学
生和家长不要参加违规竞赛， 谨
防上当受骗。

通报指出 ， 经初步调查 ，
“叶圣陶杯” 华人青少年作文大
赛及 “叶圣陶杯 ” 语文素养大
赛、 数理大赛、 英语大赛、 编程
创意大赛等系列赛事均为违规竞
赛； 举办者为北京圣陶文润教育
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圣陶国润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 其注册的微信
公众账号有 “叶圣陶杯华人作文
大赛官宣” “叶圣陶杯系列竞赛
官宣” “叶圣陶杯语文素养大赛
组委会” “叶圣陶杯数理大赛组
委会” “叶圣陶杯英语大赛组委
会” “叶圣陶杯编程创意大赛组
委会” 等6个。

教育部提醒广大学生家长：
参加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
活动务必认准教育部门户网站公
布的 《2022—2025学年面向中小
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 》，
该名单是经教育部审批通过的由
事业单位 、 社会组织举办的竞
赛， 教育行政部门举办的竞赛活
动按行政单位办赛程序进行审
批， 不列入该名单， 不要参加违
规竞赛， 谨防上当受骗、 遭受损
失。

教育部表示， 当前， 社会上
出现的违规竞赛活动普遍存在收
费高昂、 管理混乱、 质量低下 、
兜售奖项 、 牟取暴利等严重问
题， 不仅加重学生负担、 破坏教
育生态， 而且隐藏诈骗风险、 侵
害群众利益。 教育部将继续会同
公安、 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各类违
规竞赛活动进行坚决打击。 欢迎
全社会广泛参与监督， 共同维护
广大学生和家长利益。

江豚是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的
旗舰物种，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 ， 种群极度濒危 。 由于
2022年长江中下游旱情影响， 江
西鄱阳湖松门山水域砂坑中有超
过30头江豚难以游入航道深水
区。

为降低江豚搁浅、 食物短缺
等潜在风险， 促进长江流域种群
结构优化， 丰富遗传多样性， 江
西省农业农村厅与中国科学院水
生生物研究所等部门， 近日在鄱
阳湖松门山水域联合开展长江江

豚迁地保护行动。 经过三天的人
工围捕、 体检筛选、 护理运输，
各相关部门联动将两头雄性江豚
成功迁移至位于江西省湖口县的
鄱阳湖南北港水域， 记者用镜头
记录下江豚迁移至 “新家” 的全
过程。 此次行动计划安全捕捞8
头江豚， 分别迁移至湖北、 安徽
和江西湖口的长江江豚迁地保护
区 。 图为江西鄱阳湖松门山水
域， 科研人员在船上为江豚进行
体检 （2月15日摄）。

据新华社

2月16日， 在汨罗市归义镇汨新社区 “暖心驿站”， 户外劳动者使
用微波炉加热午饭。 近年来， 为解决户外劳动者 “饮水难” “热饭
难” “休息难” 等问题， 湖南省岳阳市汨罗市多部门联合打造了30余
个 “暖心驿站”。 驿站覆盖中心城区所有社区， 配备微波炉、 饮水机、
应急医药箱、 充电插座等惠民服务设施， 部分驿站还提供义诊、 义剪
等志愿服务， 为快递员、 外卖配送员、 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提供便
利。 新华社发

教育部：“叶圣陶杯”系列赛事均为违规竞赛

近期， 广东、 湖北、 四川等省份实施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改革，
明确开展职工医保门诊统筹， 按规定报销参保人普通门诊费用， 并同
步调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计入办法。 围绕公众关心的焦点问题， “新
华视点” 记者采访了权威专家和业内人士。

随着多地政策落地， 不少参
保人发现自己医保账户的 “钱”
少了 ， 担心会影响个人医保待
遇。

据了解， 近期多地出台的医
保改革方案有共同点： 职工医保
个人账户当期计入的金额有所变
化。 对在职职工而言， 原本由单
位缴费划入的部分不再划入， 被
纳入统筹基金 ； 对退休人员而
言， 个人账户计入从过去的与本
人养老金挂钩 ， 过渡到定额划
入， 定额标准与统筹地区改革当
年人均养老金挂钩。

单从账面上看， 个人账户新
计入的 “钱” 的确变少了， 而且
有些人的降幅不小。 这不禁让人
疑惑， 减少的 “钱” 去哪儿了？

会影响个人医保待遇吗？
“医保个人账户上的 ‘钱’

减少， 并不意味着参保职工医保
待遇的降低或损失。” 中国社科
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
说， 个人账户减少的 “钱” 将转
化为统筹基金 “大池子 ” 的增
量， 用来承担以往个人账户 “小
池子 ” 需要支付的普通门诊费
用， 且个人账户之前的累计结存
仍归个人使用 ， 实现保障 “增
量”。

2021年4月，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 《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
意见》， 明确调整统筹基金和个
人账户结构后， 增加的统筹基金
主要用于门诊共济保障， 提高参

保人员门诊待遇。 这也就是说，
改革后， 以前不能报销的普通门
诊费用可以报销了。

以武汉市退休参保职工周某
为例 。 其年养老金收入5万元 ，
改革前个人账户每年划入 2400
元。 周某患有脑梗， 但因当地没
有门诊统筹政策， 在门诊看病无
法享受报销。 改革后， 他的个人
账户年划入调整为996元， 在某
三级医院门诊就医发生门诊费用
7150元后， 按照新的门诊统筹政
策报销， 除去门槛费500元， 按
三级医院60%的报销比例， 即可
报销3990元。 这也就是说， 虽然
周某改革后个人账户当年少划入
1404元， 但其享受待遇却增加了
2586元。

有质疑声认为， 改革职工医
保个人账户是因为统筹基金没钱
了 ， 要用个人账户 “补窟窿 ”。
对此， 专家表示， 这是由于对我
国医保基金收支情况不清楚而产
生的误解。

数据显示， 2021年职工医保
统筹基金收入11864亿元 ， 支出
9321亿元。 也就是说， 统筹基金
不仅收支平衡， 而且略有结余，
所以 “统筹基金没钱了” 并不成
立。

既然如此， 有公众疑惑， 为
何把个人账户的 “钱” 转到统筹
基金， 用于门诊共济保障， 让别

人花自己的 “钱”？
“医疗保险归根到底是一种

社会保险， 这就意味着它具有互
助共济、 责任共担、 共建共享的
性质。” 王震说， 参保人年轻时
得病少， 到年老时容易生病， 看
病吃药仅依靠个人账户积累是有
限的， 把大家的钱放在一起， 可
以实现用大数法则化解社会群体
的风险， 更大范围满足公众医疗
需求。

王震说， 调整个人账户是调
减当期计入， 没有动个人的历史
结存。 要认识到， 无论是个人账
户还是统筹基金， 都属于已经缴

纳的医疗保险费用， 是用于解决
公众防病、 治病问题而筹集、 分
配和使用的 “钱”。

改革前， 个人账户无法给别
人使用， “有病的不够用、 没病
的不能用”， 这就逐渐出现了过
度沉淀、 共济性不够、 欺诈骗保
等弊端。

“在医保战略性购买的框架
下， 优化门诊保障待遇是结构性
调整。” 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
究中心医疗保障研究室主任顾雪
非介绍， 这是在不另外筹资、 不
新增单位和个人缴费负担的前提
下， 提高门诊保障水平。

有一些老年人看到改革后个
人账户 “钱” 少了， 担心看病吃
药使用受限。

指导意见明确， 普通门诊统
筹保障水平以50%起步， 并要求
各地在此基础上对退休的老年人
再给予倾斜支付。

以呼和浩特市为例， 在开通
门诊统筹保障后， 退休人员门诊
支付比例提高， 各级医疗机构在
原办法的基础上提高5%， 同时
进一步提高门诊统筹年度最高支
付限额， 退休人员待遇支付由原

来的4000元提高到6000元， 高于
在职职工。

此外， 在普通门诊保障健全
之前， 不少地区先行建立了门诊
慢特病保障机制， 用统筹基金支
付常见于老年人的慢性病、 特殊
疾病在门诊发生的费用。 近期，
一些地方适当扩大门诊特殊病病
种。 如江苏南京在原4大类门特
病种基础上， 新增9类病种； 武
汉将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病特
殊疾病病种由28类增加到37类，
基本病种从32种增加到70种等。

通过对多地职工医保个人账
户改革方案的对比， 还可以发现
一个共同点———个人账户使用范
围拓宽， 使用主体从个人扩宽到
配偶、 父母、 子女等， 对象范围
从药品支付到医疗器械、 医用耗
材等。 这对老年人来说更是个利
好。

顾雪非表示， 改革后， 参保
人可以把个人账户的 “钱” 用给
老人等其他家庭成员， 形成家庭
内部 “小共济”， 提高家庭应对
医疗风险能力。

个人账户的“钱”少了会影响医保待遇吗？焦点一

改革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是因为统筹基金没钱了吗？焦点二

个人账户改革对老年人有什么影响？焦点三

如何提高百姓对改革的获得感？焦点四

“暖心驿站”关爱户外劳动者

鄱阳湖江豚“搬迁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