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新闻 2024年8月2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叶媛媛 美编：孙发强 检校：张媚 符发A1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我国首
个基本医保参保长效机制来了。

首次对连续参保给出激励政
策、放开放宽参保户籍限制、进一
步扩展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范
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
制的指导意见》1日公布。

参保长效机制有哪些“硬举
措”？将给参保人带来哪些“医保
红利”？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此次新政可以概括为3项

“两个”。
——“两个激励机制”。

“连续参保有激励”，对连续
参加居民医保满4年的群众，从
第5年起每连续参保1年，提高
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至少
1000元。

“医保基金零报销有激励”，
对于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的参
保群众，第二年提高大病保险最
高支付限额至少1000元。

据介绍，各地可根据当地情
况适当提高奖励额度，两项激励
机制累计提高总额不超过所在统
筹地区大病保险原封顶线的
20%。

“激励机制聚焦大病保险，兼
顾了基本医保的公平和效率。”中
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副
研究员郭珉江认为，通过设立激
励机制对大病等高费用负担进行
补偿，促进公众连续参保。

——“两个放开放宽”。
意见明确放开放宽参保户籍

限制，提出推动外地户籍中小学
生、学龄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居
民医保，确保儿童及时便捷参保。

此外，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
济范围进一步扩展。根据意见，
职工医保个账共济范围扩展到近
亲属，即从此前的配偶、父母、子
女拓展到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
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同时推
动共济地域逐步扩大，探索跨省
个账家庭共济。

——“两个等待期”。
根据意见，除新生儿等特殊

群体外，对非集中征缴期缴费
参保人员、断缴人员再参保明
确固定和变动待遇等待期规
则，其中固定待遇等待期为3个
月，变动待遇等待期则是每多
断缴 1年增加 1个月。等待期
里发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将不予
报销。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如果不采取必要的约束措施，
在生病时才参保缴费并且马上享
受待遇，这对其他参保群众来说
是不公平的。

为了维护参保人利益，参保
人员可以通过缴费方式修复变
动待遇等待期，但不能修复固
定待遇等待期。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医保参
保长效机制中的政策均是从
2024年缴费参加2025年基本医
保算起，不受此前参保缴费情况
的影响。

让医保基金真正用于群众看
病买药、减轻就医负担是医保政
策的“最终靶点”，世界最大的基
本医疗保障网正不断织牢织密。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记
者彭韵佳 徐鹏航）

基本医保参保长效机制

两部门紧急预拨3.78亿元
支持9省做好救灾工作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记者1日从财政部了
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月 31日紧急预拨
3.7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北、辽
宁、吉林、浙江、福建、湖南、贵州、云南、甘肃9省
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重点做好搜救转
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倒损民房
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财政部要求有关省财政厅抓紧将资金拨付灾
区，及时了解掌握灾区应急救援资金安排和资金
需求，采取措施全力保障；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
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
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

实现“幼有所育”，对于激发“生”
的意愿、解决“育”的难题和减轻“养”
的负担具有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提出，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
设，支持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
育、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现
有约3000万名3岁以下婴幼儿，超过
三成的婴幼儿家庭有入托需求。随着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家庭小型化趋势愈
加明显，代际之间照料能力减弱，越来
越需要现代化、社会化的托育服务。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补短板、增
供给、优服务：实施重大专项支持一批
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公办托育机构和
普惠托位建设；实施中央财政支持普
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命名第一
批33个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
市和175家全国爱心托育用人单位
……系列政策让更多家庭享受到普惠
托育服务，切实解决群众后顾之忧。

多地结合实际积极探索，通过协
调场地、盘活资源等措施，不断提升托

育服务质量。比如，内蒙古鄂尔多斯
因地制宜探索形成独立实体式、社区
嵌入式、委托管理式等多种托育发展
模式，当地托位超1万个；湖南长沙科
学规划社区托育点、幼儿园托班、企业
托育园、家庭托育点，建设家门口普惠
托育机构，初步形成“一区一中心，一
街镇一布点，社区全覆盖”的托育服务
发展格局……

长沙市卫生健康委主任刘激扬介
绍，截至目前，当地共有托育服务机构
706家，每千人口托位数3.93个，社区
托育机构覆盖率达78.42%。

如今，有送托需求的家庭越来越
能够实现入托可及。国家卫生健康委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提供托育服务的
机构已近10万个，托位约480万个。

入托可及，送托方便，还要托得放
心。提供什么样的托育服务能让家长
放心、孩子舒心？

“安全、规范、专业、靠谱、科学。”
家住湖北武汉江夏区的二胎妈妈王女
士给出这样的答案。

王女士小女儿星星今年刚满 2
岁，在她14个月大走路还不稳时，王

女士就将其送入了家附近的江夏妇幼
知音托育园。“托育园的收费、环境、师
幼配比、课程设置、场地设施等让我们
全家人都很满意，也很放心把孩子送
过来。”王女士说。

江夏妇幼知音托育园园长吴静介
绍，该托育园是江夏区第一家公办普
惠托育园，可为孩子提供包括婴幼儿
卫生保健、婴幼儿发展测评、营养膳食
指导、疾病预防与中医调养、特殊矫治
儿童追踪随访等五大医养服务，探索
医、育、学一体化婴幼儿照护服务新模
式，尽可能让家长“托得放心”。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
杨文庄说，提供安全放心的托育服务，
要尊重婴幼儿成长规律，不断完善机
构设置、建筑设计、登记备案、收托管
理、保育照护、营养喂养、健康管理、伤
害预防、消防安全等制度，守住安全健
康底线。

印发《关于促进医疗卫生机构支
持托育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
《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发布
卫生行业标准《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
准》……针对“放心托育”的群众诉求，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通过
建立相关制度指导各地托育机构专业
化、规范化发展。

杨文庄表示，下一步，国家卫生健
康委将继续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统筹育幼资源，多渠道扩大托位供给，
降低托育成本，守牢安全底线，提高托
育服务水平，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幼有
所育”“幼有善育”的服务需求。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记者李恒）

以“幼有所育”破解带娃难题
——我国多举措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

我国成功
发射卫星互联网高轨卫星

8月1日21时14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
高轨卫星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
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我国自研视频大模型
面向全球上线

据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记者魏梦佳）输入
文字描述或上传图片，就能生成一段逼真视频。近
日，我国自主研发的通用视频大模型Vidu（www.
vidu.studio）面向全球正式上线。据悉，这款视频
大模型开放文生视频、图生视频两大核心功能，提供
4秒和8秒两种时长选择，分辨率最高达1080P，生
成一段4秒的视频片段经实测仅需30秒。

Vidu由清华大学联合北京生数科技有限公
司共同研发，于今年4月在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
上首次发布。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
北京生数科技首席科学家朱军介绍，Vidu具有

“长时长、高一致性、高动态性”的特点，可根据文
字和图片生成高清视频，且能保持高流畅、高动态
的画面效果。截至目前，Vidu可支持一次性生成
最长32秒的视频。

“Vidu能模拟真实物理世界，生成细节复杂
且符合物理规律的场景，例如合理的光影效果、细
腻的人物表情等，还能创造出具有深度和复杂性
的超现实主义内容。”朱军说，对于科幻、西部、浪
漫、动画等多类型电影，Vidu能生成符合对应风
格的画面片段，还能生成影视级特效画面，如烟
雾、炫光等效果。

8月我国大部分地区
预计气温较常年偏高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记者高敬）国家气
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1日说，根据预测，8月份，我
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偏高。8月上中旬，我
国还有两次明显的高温天气过程，8月下旬，高温
天气将趋于缓和。

在中国气象局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贾
小龙介绍，7月，全国平均气温为23.2℃，较常年同
期偏高1.1℃，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我国
南方遭遇大范围持续高温过程。多地连续高温日
数超20天，共有59个国家级气象站日最高气温突
破或持平历史极值。7月22日至23日，35℃及以
上的高温覆盖面积均超过200万平方公里。

根据预测，8月上旬，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以及大陆高压控制影响，黄淮南部、江淮、江南北
部、福建北部、重庆以及新疆南疆盆地、内蒙古西
部等地有4至8天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35℃至
38℃），其中8月3日至7日南方地区高温天气范
围大、强度高，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地的部分
地区可达39℃至42℃。

贾小龙提示，要防范江汉江南西南等地高温热
浪。针对四川盆地、江汉、江南等地可能出现的阶段
性高温天气，建议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相关人员做
好防暑降温措施，相关地方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准
备工作，并针对水稻、棉花等作物做好高温危害防范。

在江苏省扬州市一家科技综合体托育中心，小朋友在托育老师
的陪伴下玩乐。 新华社发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将针对湖南的国家救灾
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记者8月1日从应急管
理部获悉，针对湖南省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
救灾委员会当天将国家救灾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二
级，协调相关部门继续加大工作力度，指导支持地方
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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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一
进一步放开放宽
参保户籍限制

意见提出，推动外地户籍中小学
生、学龄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居民医
保；超大城市要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农
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在就业地参加
基本医保的户籍限制；鼓励大学生在
学籍地参加居民医保。

“绝大部分城市已经取消了参保
的户籍限制，群众持居住证或者满足
一定年限以后就可以在常住地参保。”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取消
参保户籍限制，将进一步助力新型城
镇化取得新成效。此外，在现行政策
下，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职工医保，
也可以参加居民医保。

看点二
扩大职工医保

个人账户共济范围

意见明确，支持职工医保个
人账户用于支付参保人员近亲
属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及
已参保的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
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自付医
药费用。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
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
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
外孙子女。

“此外，共济地域进一步扩
大。”黄华波说，力争今年年底
前共济范围扩大到省内的跨统
筹地区使用，明年加快推进跨
省共济。

看点三
居民医保连续参保人员
提高大病保险封顶线

根据意见，对连续参加居民医保满4年的参
保人员，之后每连续参保1年，每年可提高大病
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不低于1000元。

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司长樊卫东介绍，
如果中断参保，前期连续参保积累的年限自动
清零，再参保时，年限需要重新计算。前期积累
的奖励额度继续保留。

在完善待遇政策方面，意见明确，有条件的
地区可将居民医保年度新增筹资的一定比例用
于加强门诊保障。“自从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建立
以来，财政补助一直占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收入
60%以上。”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负责人郭阳介绍，
2024年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再增加30
元，达到每人每年670元。

看点五
基金零报销有激励

意见提出，对当年基金零报销
的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次年可提高
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居民发
生大病报销并使用奖励额度后，前
期积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清零。

根据意见，连续参保激励和
零报销激励，原则上每次提高限
额均不低于1000元，累计提高总
额不超过所在统筹地区大病保险
原封顶线的20%。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地区的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
是40万元，那么激励机制“奖励”
后可以提高8万元。

看点六
提供便捷化参保缴费等服务

意见提出，推动落实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登
记、医保参保、社会保障卡申领等“出生一件事”
集成化办理，简化手续，优化流程，促进监护人
为新生儿在出生当年参保。

国家税务总局社会保险费司司长郑文敏表
示，将在实现医保申报、缴费等基本事项全面线
上办理的基础上，把银行扣款协议签订、个人缴
费信息查询等关联事项纳入“网上办”“线上
办”。

为更加方便参保人员就近享受医疗服务，
国家医保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文提出，
2024年年底前，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都将纳入
医保定点管理，实现医保服务“村村通”，方便群
众就近就医。

看点四
设置固定和变动待遇等待期

意见提出，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
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
参保期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
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其
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1年，原则
上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
待遇等待期1个月。

此外，参保人员可通过缴费修复
变动待遇等待期，每多缴纳1年可减少
1个月变动待遇等待期，连续断缴4年
及以上的，修复后固定待遇等待期和
变动待遇等待期之和原则上不少于6
个月。在等待期里发生的医疗费用，
医保将不予报销。

福建省三明市第一医院医保办工作人员（右）向前来咨询药品报销问题的居民讲解相关政策。 新华社发（资料图）

六大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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