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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吉林

7月28日，省慈善总会多
发性硬化患者慈善救助项目启
动仪式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举
行，省民政厅、省慈善总会、吉
林大学第一医院相关人员和受
助患者代表参加了启动仪式。

该项目救助对象为全省
城乡低保家庭、特困供养家
庭、脱贫家庭以及农村困难家
庭中确诊为多发性硬化的患
者。在医保报销后的个人自

付部分，慈善基金资助50%，
最高救助1万元。这是省慈善
总会对罕见病救治的又一举
措，是帮扶困难群体、服务困
难群体，筑牢民生底线的实际
行动。

活动仪式现场，播放了多
发性硬化病科普宣传片，宣读
了救助项目实施方案，并签订
了项目合作协议。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王跃

我省困难家庭多发性硬化救助项目启动
最高救助一万元我省制定医保服务20条便民举措

优化医保关系转移接续
节省参保人员办理时间

1.取消要件“简化办”。办理基
本医保跨省转移接续时，取消基本
医保跨省转移接续中出具《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凭证》和《基本医疗保
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材料的要
求，仅需出具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
身份证件便可办理。

2.缩短时限“无感办”。基本医
保跨省转移接续时间由原来45个
工作日压缩为15个工作日。省内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无需
单独申请，参保人员在办理参保登
记（续保）业务时，医保经办机构同
步核定其转移接续业务，缴费年限
及个人账户转移同时办结。

3.跨省业务“就近办”。办理基
本医保跨省转移接续时，参保人员
不再需要转入地、转出地两边跑，
可自主选择在线上办理或到转入
地和转出地任意经办机构窗口，并
可随时在网上申请并查询办理进
度。

简化异地就医备案流程
提升异地就医结算服务便利性

4.异地就医备案“免再办”。异
地长期居住人员登记备案后，未申
请变更备案或参保状态未发生变
更的，备案长期有效。备案有效期
内可在就医地多次就诊并享受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

5.省内普通门诊异地就医“免
申享”。省内参保人员在省内普通
门诊异地就医无需办理异地就医
备案，可直接在省内各地进行门诊
看病、购药，享受省内普通门诊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

6.省内参保人员异地就医住院
备案可“先医后补”。住院前未办
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可申请办理登
记备案手续，出院结算前完成登记
备案的，异地定点医疗机构应提供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出院后按
规定补办备案手续的，可以按参保
地规定申请医保手工报销。

7.急诊就医“特事办”。发生急
诊救治时，参保人员未办理异地就
医备案的视同已备案，允许参保人
员按参保地异地急诊救治相关待
遇标准直接结算相关门诊、住院医

疗费用。在门诊发生的急诊留观、
急诊抢救费用，参照住院待遇进行
结算。

8.参保人员申请异地就医备案
时，直接备案到就医地市或直辖市
等，并可在备案地所有异地定点医
疗机构享受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服
务。

9.医保待遇“两地同享”。允许
长期居住人员在备案就医地和参
保地双向享受待遇。异地长期居
住人员备案有效期内确需回参保
地就医的，也可以在参保地享受医
保结算服务。

便捷门诊慢特病、双通道药
品使用 方便参保人员就医、
购药

10.待遇认定“通接通办”。省
内异地就医人员可在就医地定点
医疗机构直接办理门诊慢特病、双
通道药品待遇认定，就医地定点医
疗机构审核通过后即可享受相应
待遇；跨省异地就医人员可通过网
上经办大厅或微信公众号等线上
渠道申请门诊慢特病、双通道药品
认定，申请成功后由参保地经办机
构进行审核，无需返回参保地进行
认定。

11.五种慢病“跨省享”。具备
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
化疗、尿毒症透析和器官移植术后
抗排异治疗5种门诊慢特病资格的
参保人员备案后可在开通相关门
诊慢特病异地定点医疗机构，享受
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

12.便捷门诊待遇享受。取消
原门诊慢特病、双通道药品定点医
药机构只能选择“一家医院及一家
药店”的限制，参保人员办理门诊
慢特病、双通道药品待遇认定后，
可在参保地或异地就医备案地的
门诊慢特病、双通道药品定点医药
机构享受待遇。

13.待遇认定“便民办”。放宽
“双通道药品”责任医师的任职资
格，“双通道药品”定点医疗机构可
选择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医师
担任责任医师。同时延长参保人
员“双通道药品”备案期限，责任医
师可根据病情确认双通道药品评
估期限，待遇享受期间因治疗需更
换双通道药品的，可撤销原备案重

新办理。
14.门诊慢病“村可医”。扩大

慢性病定点范围，将门诊慢性病服
务延伸至村卫生室。

15.医保结算“合理化”。参保
人员门诊就医时，优先以门诊慢特
病、双通道药品待遇进行结算。如
已按普通门诊待遇结算，可在就医
地定点医疗机构办理退费重新结
算；如退费重新结算存在困难的，
可回参保地申请手工报销，由参保
地医保经办机构轧差报销。

16.待遇享受“最优享”。参保
人员已办理门诊特病备案的，在办
理相同病种“双通道药品”认定后，
双通道药品可按照门诊特病兑现
待遇。

推行医保经办服务“一窗式
办结”开通多种渠道满足
参保人员便捷办理需要

17.经办服务“一站办”。推进
医保经办服务窗口“综合柜员制”，
窗口前台不分险种、不分事项、一
窗受理、一站式服务，后台分办联
办快办，让群众进一扇门、取一个
号、在一窗办。

18.服务事项“网上办”。畅通
医保网厅、基层服务平台、App、微
信小程序等“网上办”服务渠道，推
广“视频办”等创新服务形式。参
保人员可通过“吉林医保公共服
务”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
台App等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异地
就医备案、参保登记、参保信息变
更等医保领域高频服务事项网上
办，并可进行个人缴费记录、个人
医保账户、跨省异地就医结算服
务、医保药品目录等信息查询。

19.个人事项“自助查”。在医
保经办大厅设立医保自助区，同时
探索在有条件的银行营业网点、社
区服务中心、定点医疗机构及零售
药店等场所设立医保自助区，方便
参保人员查询个人缴费、账户余额
等群众关注的医保信息。

20.就医购药“一码办”。推动
实现医保电子凭证在就医购药全
流程应用。参保人员不需持实体
卡，凭医保电子凭证就可以看病买
药。进一步探索刷脸等生物识别
手段在就医购药中的应用。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长春市社会医疗保险管
理局近日发布通知，按照省
人社厅、省医保局、省财政厅
印发的《关于公布2022年度
社会保险全口径城镇单位就
业人员平均工资及缴费基数
标准的通知》（吉人社联
〔2023〕76号）有关精神，自
2023年8月1日起，长春统筹
区内参保单位职工及灵活就
业人员缴费基数以“全省全
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
工资为79864元”的标准执

行。上年度全省全口径月社
会平均工资调整为6655.33
元/月，基本医疗保险职工个
人 缴 费 基 数 上 限 调 整 为
19965.99元/月，下限调整为
3993.20元/月。灵活就业参
保人员（单建模式的）月缴费
标准调整为332.77元（不含
100元大额保险费）；灵活就
业参保人员（统账结合模式
的）月缴费标准调整为598.98
元（不含100元大额保险费）。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长春市调整医保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
及灵活就业参保人员缴费标准

近日，吉林省人民政府
对长春绕城高速公路实行差
异化收费政策进行了批复。

据了解，批复中称：
一、原则同意在长春绕

城高速公路实行点对点差异
化收费政策。

二、差异化收费的范围
及方式：

（一）适用收费路段。长
春绕城高速公路除青年路收
费站外，车辆在长春南、净
月、长春东、兴隆山、远达大
街、长春北、和平大街、长春
西、汽车厂、硅谷大街共10个
收费站间点对点通行路段。

（二）适用车辆类型。1类
客车（车长小于6米且核定载人
数不大于9人的载客汽车）。

（三）适用收费时段。每日
7∶00-10∶00和16∶00-19∶00
（以车辆驶离收费站出口收费
车道时间为准）。

（四）收费标准。对符合
上述条件的车辆按照正常通
行费收费标准的50%执行，
差异化收费与ETC优惠政策
叠加适用。

（五）实施期限。该政策
自2023年8月1日0时起至
2024年7月31日24时止，视政
策执行及效果评估情况决定
是否延期或调整。

（六）如国家相关政策规
定调整，按国家政策规定执
行。

三、有关要求。
（一）要督促高速公路经营

管理单位优化完善收费系统
软硬件设施，实现差异化收费
功能，确保计费准确。要视通
行量增长情况增加ETC +
MTC车道和手持终端复式收
费方式，并针对特定情况制定
相关应急处置预案，保障高速
公路出入口车辆通行顺畅。

（二）要公开收费标准，强
化对长春绕城高速公路差异
化收费政策解释，引导长春市
区道路车辆合理利用绕城高
速公路出行，切实缓解城市交
通压力。要及时回应社会关
切，有效解决政策执行过程中
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确
保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陆续

长春绕城高速公路实行差异化收费政策

7月 28日，首届生态环
境损害鉴定评估暨东北地区
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长春市
召开。会议邀请国内知名专
家、学者和一线实务工作者，
围绕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和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进行
座谈交流，为生态环境损害
鉴定评估和东北地区高质量
发展贡献智慧。

本次会议是国内首次举
办有关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的研讨会，会议由山东大
学主办。会议期间，专家学
者围绕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的
溯源技术、价值评估、法治建

设、环境损害与人体健康、东
北地区黑土地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等问题进行研讨，对推
动东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
高质量发展，并落实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有着重要的
意义。会议还举行了《生态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系列丛
书》出版推介会。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首届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暨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长春召开

老兵刘春田：

“听到命令就是往前冲”

从战火纷飞的岁月一路走来，
见证祖国历史变迁，九死一生的老
兵们已是皓首苍颜、两鬓斑白。日
前，记者采访了 93岁的老兵刘春
田，听他回忆那段最难忘、最热血
的青春年华。

1930 年，刘春田出生在东辽
县甲山乡四合村一个农民家庭。
当时身处水深火热、不见天日的生
活中，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英勇
抗争，让刘春田的心中燃起希望。
1947 年，17岁的刘春田与同乡的
3个青年一起参军，先后参加了辽
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直到
解放战争取得胜利。

1950 年，刘春田跟随大部队

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我是抗美
援朝战争的参与者，又是幸存者。
我有幸能活着走出战场，看到胜
利。这段经历让我刻骨铭心、没齿
难忘。”刘老告诉记者，当时条件非
常恶劣，后勤补给十分困难，战士
们缺吃少穿，经常饿着肚子与敌人
展开殊死搏斗。

“由于敌军火炮装备优势远
胜于我军，如果采取阵地战方
式，只要我军开炮，敌军即迅速
锁定我军炮兵阵地并进行摧毁打
击。因此，我们主要采取运动
战、穿插战的方式，‘打一炮换一
个地方’。”刘春田说，受转运条
件限制，所有炮兵武器装备都得
靠人力搬运，穿梭在森林、山沟
之中，十分艰苦。

1953 年的一次战斗中，我军
炮兵阵地被敌军炮弹袭击，导致刘

春田手部受伤，鲜血直流。即便疼
得无法动弹，他也没下战场，自己
进行简单处理后，依旧坚守阵地，
继续战斗。等撤出战场后，卫生员
治疗时才发现刘春田的手已经严
重弯曲。“当时没想别的，也顾不上
疼，听到命令就是往前冲。”

1955 年，刘春田结束军旅生
涯，分配到辽源机电厂工作。然
而，他却选择了回家务农，在四合
村一组担任生产队队长 10余年，
为家乡建设贡献一份薄力。刘春
田的大儿子在其影响下，也选择参
军入伍，当兵3年后回乡务农。

采访中，刘老告诉记者，如果
再有一次选择的机会，他还是会成
为一名军人，报效祖国。“我无怨无
悔！只是很想念那些牺牲的战友，
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吉林日报记者 赵梦卓

寻访老兵足迹

传承红色精神

为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在医保服务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近日，吉林省医疗保障局结合我省实际，针对
医保经办服务中五类服务场景，制定了《吉林省优化五类医保服务20条便民举措》（以下简称《便民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