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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周刊

JIANKANGZHOUKAN

JIANKANGZIXUN

健康咨询

“以前在外地看病，要自己先垫付

医药费，等回家再去医保窗口报销。 现

在提前做好异地就医备案，看完病就直

接结算。 ”8 月 12 日，巴彦淖尔退休职

工王树感慨地说。

前段时间，王树在天津女儿家因病

就诊，亲身体验了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

高效便捷。“住院花费了近 5 万元，用医

保卡在出院窗口直接结算，个人只支付

了 1.5 万多元，真是太方便了。 ”

近年来，全区医保部门大力推动异

地就医便捷化， 通过不断完善政策、优

化流程、提升服务，特别是全流程疏通

跨省异地就医的难堵点，确保国家异地

就医各项政策落实落细，有效解决了参

保群众跨省异地就医“垫资”和“跑腿”

问题。上半年，全区跨省异地就医住院、

普通门诊、 门诊慢特病直接结算 461.0

万人次，结算医疗总费用 82.4 亿元，减

少患者垫付资金 50.4 亿元。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浩蒙介绍，近年来，我区在优化完善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上实招频

出， 持续推动异地就医服务提质增效。

全区统一实施线上自助备案服务，跨省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变更时限缩短

为 3 个月，跨省临时外出人员备案有效

期则延长到 6 个月，异地就医备案人员

可在备案就医地和参保地双向享受医

保待遇， 允许住院期间补办备案手续，

无第三方责任的外伤参保人员也可以

享受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

这些措施极大方便了跨省异地安置、长

期异地居住、外出探亲旅游等各类跨区

域流动的参保人。

家住赤峰的刘洪，她的父母长期在

海南养老，但老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

需常年服用慢病药品，她帮父母办理了

长期异地就医备案。“老人门诊看病、买

药后，刷卡就可以直接结算，解决了两

地之间来回跑的问题。 ”刘洪说。

我区优化异地就医备案流程，拓宽

备案渠道，参保人员可通过国家医保服

务平台 APP、 内蒙古医保 APP、 蒙速

办、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经办窗

口、医保基层服务站点等多种线上线下

渠道，办理异地就医备案。

自治区异地就医结算中心主任胡

海娟介绍，全区各级医保经办机构通过

推行跨省异地就医自助备案服务，持续

优化经办流程，最大限度为参保群众异

地就医提供便捷。 今年上半年，我区参

保人员备案到区外就医共计 54.9 万人

次，外省参保人员备案到内蒙古为 14.9

万人次，跨省异地就医备案总人次已累

计超过 334.87 万。

我区持续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下沉，

打通异地就医经办“最后一公里”，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在群众中的普及度明显

提升。

这几天，在自治区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退休职工陈利正接受治疗。 从 2022

年患肿瘤后，日常在常住地呼和浩特接

受化疗， 但每半年需要到北京复查一

次。

“异地就医政策好， 不管我在区内

还是区外门诊化疗， 医保报销都很方

便。每次化疗总费用大约 7000 元，通过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出院时自己只付了

不到 1500 元， 其他费用都走了医保报

销。 ”陈利说。

近年来，我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

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从住院到普通门

诊，再到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

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

排异治疗 5 种门诊慢特病，从试点推进

到统筹区全覆盖，从异地就医患者相对

集中的三级医疗机构到“县域可及”，再

到异地两定机构“应开尽开”，越来越多

的群众享受到改革红利。

同时，我区积极为其他地区来内蒙

古工作、学习、旅游等人群提供跨省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 实现与全国 31

个省区市（含兵团）跨省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的互联互通，开通跨省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数量快速

增长。 截至目前，全区开通跨省异地就

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

1185 家、 普通门诊直接结算定点医疗

机构 3081 家， 门诊慢特病直接结算定

点医疗机构 1023 家。

随着我区异地就医工作的深入开

展，越来越多的参保患者实现了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 大大减轻了资金垫付压

力， 并享受到更加优质高效的医保服

务。 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推动异地就医

工作健康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扩大直接

结算覆盖范围，强化政策宣传，提升服

务水平，不断增强参保群众异地就医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梅刚）

“去年，我父亲不幸被流浪狗咬伤，

医保报销后， 还需承担一万多的费用。

在了解到政府为老人购买了意外伤害

保险后， 我就去当地保险公司报案，不

久就收到了理赔款。 ”不久前，呼伦贝尔

市海拉尔区居民赵继国向记者讲述，

“这真是雪中送炭， 减轻了我家的经济

负担！ ”

据了解，为提高老年人抵御意外风

险能力，从 2018 年开始，我区将老年人

意外伤害险列为重要民生项目持续推

进。 政府免费为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

险， 凡是具有内蒙古户籍的 60 周岁及

以上老年人遭受意外伤害均受到保险

保障。 老年人出现意外后，可以直接拨

打保险公司电话报险。

目前，我区承保机构全部实现了旗

县级服务网点全覆盖，部分盟市在较大

的苏木乡镇设置了服务网点。各承保机

构普遍开通专门理赔电话、线上理赔通

道和柜面理赔绿色通道，为老年人提供

“一站式”理赔服务。

2023 年 7 月至 2024 年 7 月，我区

为发生意外老年人发放理赔款 3200 多

万元，赔付率达到 58.46%，500 多万名

老人受保险保障。 （据《内蒙古日报》）

“有荤有素才 10 元，很合算！”8

月 14 日，包头市昆区黄河西路街道

居民李奶奶在家门口社区食堂取餐

时高兴地说。

包头市昆区黄河西路街道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是一家占地面积

800 多平方米的智能社区食堂，自

7 月中旬正式运营以来， 日均接待

量高达 400 余人次。

该食堂通过智能芯片餐盘实现

按量结算和自动计价， 操作快捷方

便；运用智能餐饮机器人、物联网等

前沿技术， 实现餐饮服务高度自动

化、顾客自主化选择，提供高效餐饮

服务。

包头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

郑建斌介绍， 包头市正通过增设老

年助餐点、 评选老年助餐示范点等

方式， 提升老年助餐服务质量。 此

外，推进 10 个旗县区和街道、社区

级养老服务设施分平台及养老机构

联通链接，形成 1+10+N 智慧养老

服务综合应用网络， 让老人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多样化养老服务。

下一步，包头市将创新“智慧养

老进社区”模式，延伸“养老 + 智能

餐饮”产业链，促进养老事业与产业

协同发展， 实实在在地提升老人幸

福感。

（赵曦）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立

足群众需求，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提升

养老水平的重要举措，大力推进城乡公

共养老服务一体化建设，为老人晚年幸

福生活持续“加码”。

走进乌拉特前旗额尔登布拉格苏

木养老服务中心，映入眼帘的是绿意盎

然的庭院和整洁明亮的房间，舒心温暖

的色调设置、 一应俱全的功能设施，给

人一种家的感觉。 来这里的老人不仅可

以享受到休闲娱乐、 一日三餐的便捷，

还可以享受到专业人员提供的医疗保

健、康复按摩等特色服务。 年近古稀的

刘进海每天都会在这里与其他老人一

起打牌、聊天，这样的生活让他每天都

格外轻松愉悦。“我们在养老院挺开心

的，一天三餐，还有活动的地方，有娱乐

场所，挺方便，挺快乐的！ ”刘进海说。

2023 年以来，乌拉特前旗在 11 个

苏木镇改扩建 7 处乡镇级养老服务中

心、20 处养老服务站，让农村牧区老年

人享受到更多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惠，

使老年人不仅老有所养， 更要老有所

“享”。 （王铁 曹雨婷）

“终于完成了捐献，希望以后有更

多的人和我一样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队伍，传递爱心与温暖……”

前不久，来自通辽市的爱心志愿者

小文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255

毫升，成为内蒙古第 183 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

小文是一名人民警察， 早在 2016

年，他就主动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希望

能有机会帮助需要的人。 时间飞逝，转

眼间 8 年过去了，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曾

经的这个决定。 直到今年 4 月，一通突

如其来的电话重新唤醒了他的记忆。

当得知自己与一名患者初步配型

成功时， 小文的内心既激动又忐忑，激

动的是自己有机会去拯救一个生命，忐

忑的是，对于捐献过程中的未知和可能

面临的挑战他心里也没底，但这种犹豫

也只是一闪而过，他深知自己肩负的责

任和使命。

“当时我也在反复思考着自己的决

定， 但想到患者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

我就觉得自己必须坚定地走下去。 ”小

文回忆说。

小文的父母在得知这一消息时有

些担忧，担心这会对小文的身体造成不

良影响，但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科普

和小文的耐心解释下，他们逐渐理解了

捐献的意义和安全性。 小文的父亲说：

“孩子，你做得对，能救人一命是天大的

好事，我们为你骄傲！ ”

有了家人的支持，小文更加坚定了

捐献的决心。他积极地配合完成高分辨

配型、体检等各项环节，最终历经 4 小

时的采集， 顺利捐献了造血干细胞，为

素未谋面的患者送去了生命的火种。

自治区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相信在爱心捐献者们的带动下，会有越

来越多的人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的队伍，让爱与希望在这片广袤的土

地上不断延续。

（李存霞）

“阿姨，别着急下车，我去扶您！ ”

“阿姨，包给我，我帮您拿着！ ”

近日，空气里已透着一股入秋的凉

意，但锡林浩特市花园社区前来定期免

费健康体检的老人们，心里却涌动着阵

阵暖意。

当日上午 9 点，社区工作人员就从

家门口将参加健康体检的 9 位老人接

上并安全送至定点体检中心，工作人员

全程陪同老人体检， 不仅帮老人拿衣

服、拎包，还随时搀扶腿脚不方便的老

人上下楼。 要不是身上的“红马甲”，不

知情的市民还以为是老人的子女。 体检

结束后，待老人们吃完早餐，工作人员

又不辞辛劳将老人们安全送回家。

“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可好了，不

是帮我们这就是帮我们那，尤其是我们

这种岁数大的，腿脚不方便的，家里孩

子们也都在外地上班的，社区不仅给我

们每年提供 1 至 2 次免费体检，还派专

人陪着我们， 帮我们引导， 替我们送

‘样’，还经常给我们宽心，像自己的孩

子一样，我们真是太幸福了！ ”78 岁的

老人张凤荣满心欢喜。

花园社区老年人健康体检项目是

该社区积极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

型社区打造的一大特色、亮点。 年初，社

区与锡林郭勒泽康体检中心合作，为辖

区老年人免费体检。 同时，体检中心实

时关注辖区老年人身体健康情况，建立

一人一档健康档案，目前辖区 800 余名

老人已全部建档。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空巢老人、

孤寡独居老人、残疾老人、高龄老人和

其他有特殊困难的老人作为重点服务

对象，高度重视空巢老人的结对帮扶工

作，持续重点关注特殊老人群体，实现

为老服务的精准对接。 落实精准帮扶主

体责任， 每栋楼设置一名包楼志愿者，

完善帮扶台账，建立包楼微信群，形成

孤寡老人探访机制，全方位为辖区老人

服务。 ”锡林浩特市希日塔拉街道花园

社区居委会主任赵艳霞说。

（朱媛丽）

本报记者 王丰

家用燃气灶具作为一种生活必需

品，其质量安全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

近日， 鄂尔多斯市场监管局发布

2024 年家用燃气灶具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不合格通报。 共抽查检验 48 家销售

单位的 65 批次产品， 发现不合格瓶装

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2 批次，家用可燃气

体探测器 3 批次。 其中涉及深圳市焰井

科技有限公司、 虞城县金手指五金厂、

深圳市凌防智能物联有限公司、慈溪市

长河建军灶配厂、深圳市青蜂物联技术

有限公司。 不合格项目为：报警动作值、

方位、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跌落试验，耐冲击性、连接接头机械强

度等。

燃气安全无小事，从源头上化解燃

气安全风险，必须从质量上对燃气灶具

严格把关。 在每一次行动中，各地市场

监管部门重拳出击，用强有力的行动再

次强调， 商品质量不应只挂在嘴上，更

应该放在心上，必须守牢经营底线和法

律红线。

处暑刚过， 夏日的暑气逐渐消退，

昼夜的温差拉大，但真正意义上的秋凉

天气还未出现，晴朗之日的午后仍可感

到炎热。 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中药师

沈军提醒，处暑时天气较干燥，燥邪易

灼伤肺津，因此宜适当食些滋阴润燥的

食物。

睡觉早一点，可防“秋乏”

经过昼长夜短的炎热盛夏，待出伏

以后，很多人会容易感到疲乏，这就是

老百姓常说的“秋乏”。 为减缓“秋乏”，

睡眠尤其要充足， 最好比夏季多增加 1

小时的睡眠时间， 宜在晚上 10 点前入

睡。 也可以通过午睡来弥补夜晚睡眠不

足，缓解“秋乏”。

另外， 注意晚上睡觉应关好门窗，

腹部盖上薄被，防止秋风流通使脾胃受

凉。

饮食润一点，可助养肺

处暑时天气较干燥，燥邪易灼伤肺

津， 此时节宜适当食些滋阴润燥的食

物，如银耳、百合、梨、蜂蜜、鸭肉、芝麻、

莲藕及奶类等。 此外，也宜多吃富含维

生素的蔬菜和水果，如西红柿、茄子、土

豆、葡萄等。 维生素作为辅酶能协助肝

脏把人体疲劳时积存的代谢产物尽快

排除掉。

要注意少食花椒、 辣椒等辛热食

物，不宜吃烧烤食品，以免加重秋燥的

症状。 不宜多食生冷之物，以保护脾胃

消化功能。

运动慢一点，心要放松

这个时节， 可选择爬山、 慢跑、散

步、太极拳等运动方式进行锻炼，以排

除夏季郁积在体内的湿热。 但运动时要

注意强度不可过大，避免大量汗出而损

伤阳气。

处暑为“暑燥交替”的时段，人们的

心情很容易受到影响，出现烦躁、郁闷

等不良状况。 要注意收敛神志，稳定情

绪，切忌情绪大起大落，平时可通过听音

乐、练习书法、钓鱼等方式以安神定志。

通风勤一点，减少发霉

处暑以后，气温逐渐下降，雨水逐

渐增多，这给霉菌创造了适宜的繁殖条

件。 加之三伏天空调大开，会减少室内

的通风次数， 微生物就容易在室内聚

集。 因此处暑以后，宜常开窗使空气流

动。

另外，之后换穿的秋装，应从箱中

取出来后进行暴晒，或挂在通风干燥的

地方吹一下，也可以用蒸汽熨斗熨烫一

下，以减少衣物上微生物的繁殖。

（据《钱江晚报》）

少跑腿 免垫付

用善举点亮生命之光

城乡公共养老服务一体化建设有声有色

拧牢燃气灶具安全阀

智能社区食堂为养老助餐增添动力

意外伤害险

让我区 500多万名老人有保障

锡林郭勒

体检专人陪 服务更贴心

处暑养生重在防“秋燥”

做好这四点很关键

老有所乐

智慧取餐

遗失声明

近日，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医学捐献

服务站在该县人民医院正式揭牌运行，

这将进一步推动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

工作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是人间大爱

善行，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是国家

医学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

医学捐献服务站的设立是推动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及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提质

增效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充分发挥医学

捐献服务站作用，助力“健康内蒙古建

设”， 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和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进步。

据介绍，化德县医学捐献服务站将

设立咨询处和接待室，具体负责沟通了

解潜在捐献者本人及家属的医学捐献

意愿的同时，协助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做好与潜在捐献者近亲属的沟通及捐

献前的检查、评估、器官维护，完成捐献

见证，参与、开展缅怀纪念、人道关爱等

工作。

“人体器官捐献事业是一项需要长

期为之努力奋斗的公益事业。 ”化德县

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与化

德县卫健委、 化德县人民医院联动合

作， 不断提升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专业

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为爱心群众、潜在捐献者

提供医学捐献知识咨询和登记等服务，

架起连接爱心与需求的桥梁，让更多社

会爱心人士知晓、支持和参与人体器官

捐献事业。 （李璟 金鑫）

“没想到现在绑定医保亲情账户这

么方便，我以为还和以前一样，专门让

我老公拍了户口本照片，准备按要求上

传。 ”8 月 21 日，刚刚喜迎二胎的李女

士，为孩子开通医保亲情账户时，发现

无需上传户口本等任何材料，直接就完

成了绑定。

据了解，从 8 月 8 日起，自治区医

保部门上线医保亲情账户免材料绑定

服务。 医保部门通过对接公安系统户籍

信息，同一户籍的家庭成员，无需提交

材料，即可进行绑定操作。 其中，16 岁

以上亲属绑定时需要本人刷脸，16 岁

以下亲属输入相关信息后可直接开通。

成功绑定并激活医保亲情账户后，绑定

人可以使用自己的手机出示被绑定家

庭成员的医保码进行就医购药，被绑定

家庭成员享受的医保待遇不变。

“老人和儿童等使用智能手机存在

困难的群体是医保亲情账户最大受益

者，此次免材料绑定是对便民服务的再

优化。 ”自治区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副主

任凤山表示， 将持续倾听民众声音，不

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确保

医保服务更加高效、便捷，更好地满足

百姓的健康需求。

截至目前，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

院、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内蒙古

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实现医保线上支

付功能的 70 余家医院就医时， 用户可

通过医保亲情账户在手机上直接为孩

子或父母完成医保结算，从而免去线下

排队的繁琐。

（据《内蒙古日报》）

不慎将内蒙古自治区涉密网络管理中心开具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票

号：979464069，共五联)遗失，已作废。

特此声明

内蒙古医保亲情账户可免材料绑定

化德县：医学捐献服务站揭牌运行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太方便了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