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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温暖托举希望 让关怀常在身旁
—— 我市门诊慢特病保障制度持续优化

本报记者 郭 娟

面对一些需要长期治疗、反复门诊的慢性疾病和特殊疾病，医疗费
用的累积往往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幸运的是，门诊慢
特病保障制度的落实，为这部分患者提供了更加全面、细致的医疗保
障。它意味着，即使不需要住院，患者也能享受到医保的报销待遇，从而
大大减轻了经济压力。

我市始终把群众的需求放在首位，以建立高效、精准、便捷门诊慢
特病经办服务体系为核心，通过对门诊慢特病政策进行一系列优化调
整，让更多惠民举措“触手可及”，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今年 4月 1日

起，《关于规范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保障制度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开始实施，执行全省统一规范的门诊慢特病保
障制度，采取“统一病种范围和认定标准、统一基金支付范围、统一互
斥病种、统一待遇标准”四项政策措施，实现城乡居民门诊慢特病制度
统一。此举进一步规范了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居
民医保”）门诊慢特病保障制度，促进居民医保待遇公平。该《通知》有
效期 5年，职工医保同步执行规定的门诊慢特病病种范围、准入（退出）
标准和基金支付范围。

覆盖 46 种疾病，让群众“病有所医”更有底

“2020 年以来，我省统一规范
全省居民医保门诊慢特病病种及
准入（退出）标准，实现了参保居民
享受待遇‘门槛’统一，促进了区域
间待遇基本公平。”市医疗保障局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为推动实现居
民医保省级统筹，《通知》明确，今
年 4 月起我市执行全省统一的 46
种门诊慢特病病种和相应的准入
（退出）标准。

门诊慢特病分为门诊特殊疾
病和门诊慢性病。其中，门诊特
殊疾病，包括恶性肿瘤门诊治疗、
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血友病、尿
毒症透析、结核病、重性精神疾病
（包括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妄
想性障碍、分裂情感性障碍、癫痫
性精神病、重度以上精神发育迟

滞）、再生障碍性贫血（慢性）、原
发性骨髓纤维化、真性红细胞增
多症、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和免
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原发性）11个
病种。门诊慢性病，包括糖尿病
（合并严重并发症）、甲状腺功能
减退（亢进）症、肾病综合征（原发
性）、慢性肾功能不全（慢性肾疾
病 3-5期）、肝硬化（失代偿期）、炎
症性肠病、脉管炎、股骨头坏死、
慢性骨髓炎（化脓性）、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肺源性心
脏病、高血压 3 级（极高危）、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脏瓣
膜病（器质性）、慢性心力衰竭、病
毒性肝炎（慢性）、重症肌无力、阿
尔茨海默病、癫痫、肝豆状核变
性、脑血管病后遗症、帕金森病、

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疾病、干燥
综合征 [舍格伦]、类风湿性关节
炎、强直性脊柱炎、膝关节骨性关
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系统性硬
化症、白癜风、银屑病、氟骨病、大
骨节病、克山病 35个病种。

病种范围和认定标准的统一，
将使更多患者受益，让那些长期受
病痛困扰但此前未被纳入保障范
围的患者能够得到针对性的门诊
治疗支持，改善其生活质量并减轻
家庭经济压力。

统一基金支付范围，使保障“应保尽保”更有力

门诊慢特病医保基金支付
范围包括与认定病种相关且符
合基本医疗保险药品、医用耗材
和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的药品（西
药、中成药、中药饮片及院内制
剂）、检查、检验、治疗及医用耗
材等医疗费用。纳入“双通道”
管理的药品按照“双通道”药品
支付政策执行。与门诊慢特病

病种临床诊疗规范不相符的费
用不得纳入门诊慢特病支付范
围，门诊慢特病相关基金监管规
定参照住院执行。

门诊慢特病医保基金支付
额度纳入居民医保基金年度最
高支付限额计算。门诊慢特病
医疗费用经居民基本医保报销
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按

规定纳入居民大病保险、医疗救
助保障范围。

统一互斥病种，破解“多病申报”管理难题

市医疗保障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此次我市门诊慢特病与全省统一互斥
病种，其中，尿毒症透析和器官移植抗
排异治疗（肾移植）、慢性肾功能不全和
尿毒症透析或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肾
移植）、肾病综合征（原发性）和尿毒症
透析或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肾移植）、
肝硬化（失代偿期）和器官移植抗排异
治疗（肝移植）、肝硬化（失代偿期）和病
毒性肝炎、原发性骨髓纤维化和恶性肿

瘤（急性白血病）、肺源性心脏病和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和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不可同时享受待遇。移植器
官再次出现相关病情且符合门诊慢特
病标准的，可再次申请。

同时患有多个门诊慢特病的，除互
斥病种外，按以下原则享受待遇：多个
病种均为门诊特殊疾病的，累计按照
居民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
限额执行；多个病种均为门诊慢性病
的，在待遇水平最高病种限额的基础
上，其他病种（最多叠加两种）按照其
限额标准的 50％执行；多个病种同时
包括门诊特殊疾病、门诊慢性病的，门
诊特殊疾病累计按照居民医保统筹基
金最高支付限额执行，一种门诊慢性
病的按该病种最高支付限额执行，有
多个门诊慢性病的按照前一条执行。

不设起付标准，让权益
“可享尽享”更公平

4月起，我市门诊慢特病医
保待遇标准与全省统一。居民
医保门诊慢特病不设起付标准，
乙类项目按住院政策规定执行
先行自付，符合政策规定的门诊
医疗费用由居民医保基金支付
70%；门诊特殊疾病参照住院管
理，不单独设置年度支付限额，
按照居民医保统筹基金年度最
高支付限额执行；门诊慢性病按
病种设置季度支付限额。

对于本通知下发前已经通
过鉴定并享受门诊慢特病待遇
的患者，不需要再次申请鉴定，
直接继续享受该病种待遇至有
效期满，待遇标准按照本文件规
定执行。已按《关于落实全省城
乡居民门诊慢性病统一病种待
遇有关问题的通知》过渡期管理
的 4个病种，按本文件相关病种
待遇标准执行。

实行定点管理，使报销
“即申即享”更便捷

记者了解到，门诊慢特病医药服务实行定点管理。具
备享受门诊特殊疾病待遇资格的参保患者，原则上在二级
及以上医疗机构享受待遇；具备享受门诊慢性病待遇资格
的参保患者，结合我市实际，暂可在原已承担医药服务的
定点医药机构享受待遇，实行过渡期管理，具体管理办法
另行制定。定点医药机构应严格执行医保政策和服务协
议规定，合理诊疗、合理用药，严禁超剂量、超范围开具处
方、不审核处方等违规行为。同时，要为参保人员妥善保
存病历、处方、购药记录等资料，做到诊疗、处方、交易、配
送可追溯、可监管。

为强化门诊慢特病资格认定、规范诊疗、合理使用医
保基金，承担门诊慢特病认定工作的定点医疗机构为门诊
慢特病资格认定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健全门诊慢特病相
关管理制度，规范认定流程，选派符合条件的医疗鉴定专
家，做好门诊慢特病认定工作。对认定中弄虚作假的专
家，取消其门诊慢特病鉴定专家资格，并根据医保服务医
生管理有关规定处理；对认定中以权谋私的工作人员或以
欺诈、伪造证明材料以及其他手段骗取门诊慢特病待遇的
参保患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医疗保
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处理。

为方便参保群众及时便捷申办门诊慢特病待
遇，市级医保经办机构将不断优化经办流程，精
简申报材料，缩短办理时限。门诊慢特病受
理到办结时限不超过20个工作日，恶性肿
瘤门诊治疗、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尿毒
症透析等诊断明确、易于鉴定的门诊
慢特病病种，应随时受理，及时办
结。还将积极完善异地就医结
算平台，有序扩大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病种范围，为参保
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
服务。积极开展慢
特病网上申请、
鉴定，提升申
办效率。

强化监管链条，让基金“安全底线”更牢固

医保基金是百姓的“救命钱”，容不
得半点马虎。市医疗保障局将加强日常
管理和监督检查，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
刃上，真正让广大参保患者感受到实实
在在的医保温度。

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将加强门诊慢特
病的医疗费用审核，充分利用医保智能
监控系统实现医疗费用初审全覆盖，并
不断完善复审抽查工作，确保基金安
全。监督各定点医疗机构严格执行临床
诊疗规范和医保相关规定，提高医保基
金使用效率。对超范围诊疗用药等不合
理费用，在结算时予以扣减，并按协议规
定予以处理。

严查违规行为。对违反门诊慢特病管
理规定套取骗取医保基金的，将依据《医疗

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严
肃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与此同时，将强化部门协同。建立健
全部门协同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工
作合力。医保部门负责制定门诊慢特病
实施办法并组织具体实施，建立门诊慢特
病基金支出动态监测机制，加强医保基金
监督管理。财政部门要依职责对门诊慢
特病医保基金使用管理情况实施监督。
卫生健康部门要指导定点医疗机构加强
就医服务，加强门诊慢特病常用药品配
备，定点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诊疗规范对
症施治、合理用药，要加强对慢特病患者
的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接诊医师根据
慢特病特点及诊疗需要，可为符合条件
的患者开具4-12周的长期处方。

本报讯 （记者郭娟）端午佳节
临近，空气中渐渐飘起粽叶的清香，
五彩绳、香囊等传统饰品也悄然出现
在街头巷尾。记者连日来走访发现，
浓浓的节日氛围催热端午经济，各类
端午特色商品迎来销售热潮。为引
导消费者科学理性消费，近期，省消
费者协会发布端午节消费提示，围绕
食品安全、促销购物等提出实用建
议，为消费者送上一份全方位的节日
消费“安心指南”。

注意食品安全。选购粽子时优
先选择正规商超或门店，网购时查看
商家资质（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
证），警惕微商的“手工自制”的三无
产品；慎购颜色过于鲜绿的粽叶（可
能用硫酸铜浸泡，正常煮制的粽叶呈
暗黄色），含杂粮、肉类的粽子需注意
保质期，真空包装比散装更安全。特
殊人群注意：高糖、高脂粽子不适合
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患者；咸蛋黄粽
含盐量高，高血压患者应限量食用。

看清促销套路。警惕商家以“端
午特供”“限量款”为噱头虚标价格，
可提前比价（利用比价软件查询历史
价格），避免为凑单满减而购买不需
要的商品，计算实际折扣率（如“买三
送一”实为七五折）。谨慎办理粽子
提货卡、餐饮储值卡，核实商家经营

稳定性，避免充值后商家“跑路”。
谨防虚假宣传。报名“龙舟体验

游”“民俗文化游”时，确认活动主办
方资质，警惕“免费活动”诱导购物。
预订民宿、景点门票时，保留宣传页
面截图，防止现场加价或服务缩水。
签订旅游合同时，明确交通、住宿标
准及违约责任，慎选高风险项目（如
漂流、登山）。

减少节日浪费。选择简易包装
粽子，拒绝过度包装礼盒（如多层实
木盒、金属器皿）；端午挂饰、香囊优
先选购可降解材料，旧物 DIY 更环
保。粽香不应被浮华包装掩盖，龙舟
精神更需以简朴传承。消费者每一
次理性选择，都在推动行业向绿色转
型，让端午回归本味。

留存维权凭证。记得索要发票、
收据、电子订单截图，保留粽子外包
装、商品标签；网购粽子注意物流信
息，签收前验货（破损、变质可拒
收）。如遇消费纠纷，优先与商家协
商，协商未果可向当地消费者协会或
12315热线投诉举报。

端午节消费“粽”点须知

科学选购重安全 理性消费不跟风

近日，一场意义非凡的应急救护知识培训活动在榆次火车站候车厅开展。
活动现场，专业培训人员通过人体模型演示心肺复苏标准操作，详细讲解胸外
按压频率、人工呼吸要点等核心要领，并结合车站场景，进行针对性教学。此次
活动不仅有效普及了应急救护知识，强化了铁路系统的应急保障能力，更让”人
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理念深入人心，为构建平安旅途增添专业保障。

本报记者 白桾煜 摄

本报讯 老旧小区治理既是民生工程，也是发展工程，关
乎群众切身利益和城市品质提升。

闫跃忠是榆次区检察院宿舍的居民。最近，看着小区里
干净整洁的街道、摆放整齐的垃圾桶，他心里感慨万千：“新的
物业入驻后，把各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环境舒适了，我们
也更愿意在清早、夜晚出来遛弯了。”

榆次区检察院宿舍建成于 1995 年，共有楼栋 2栋，居民
69户。去年 7月份，该小区原物业因管理和服务跟不上业主
的需求。业主意见很大而撤走后，出现门房无人管理、院内垃
圾桶满溢、停车混乱、楼道杂物乱堆乱放、外来人员随意进入
等诸多问题。小院里没有路灯，道路安全隐患颇多。居民家
里的水电设施都已老化，由于无人管理，想找人维修都特别
困难。无人管理，不仅居民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社区工
作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驻站代表积极和社区先后多次召开
“议事会”，选出小区“新管家”，但当时大家都不愿意担任这
一角色。面对这一棘手的困境，网格员挨家挨户进行上门走
访，与居民不断地沟通，最终该小区热心居民王晓剑和闫跃
忠担任临时负责人。

2024年8月至12月，网格员开始为小区寻找物业公司，期
间一共联系了6家，其中有4家在了解小区现状后表示不愿意
接手。最终，经过锦纶街道文源社区多次沟通，晋中裕渊物业
有限公司同意在解决相关遗留问题后入驻接管小区。

为进一步加强小区管理，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增进居民
与物业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安全的居住
环境，今年 1月，文源社区组织召开了一次“居民与物业见面
会”。此次“见面会”，收集广大居民的意见和建议，解决大家
关心的实际问题，同时让物业团队更直接地了解居民需求，
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

2月，榆次区检察院宿舍 69户住户全部将旧式水表更换为卡式水表。3月
15日，晋中裕渊物业有限公司正式入驻榆次区检察院宿舍。因为有了规范的物
业管理，老旧小区管理发生了“蜕变”。

入驻后，物业为小区修好了楼道全部照明的线路、雨水管道，并为小区安装了监
控、路灯，极大地方便了居民晚上出行。出入口也更换成了智能道闸，为居民配好门
禁卡、登记车牌号。不仅如此，物业还为小区安装了快递柜、饮水机、电瓶车充电
桩和电动汽车充电桩，集中清理了10多年来地下室堆积的废旧杂物和垃圾。下一
阶段，物业还准备安装公共厕所、修整小区不平路面，方便居民使用和出行。

小物业关乎大民生。自从有了物业公司，纠纷投诉数量减少了，纠纷解决周
期缩短了，居民满意度大幅提升。下一步，文源社区将通过党建引领，积极构建
物业服务与居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以实际行动为辖区群众营造宜业、宜居、
宜乐的优质环境。 （张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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