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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4月26日讯 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设计婴幼儿签约服务包， 鼓励医疗卫生机构使
用自有场地建设托育机构……4月26日，记者从湖
南省卫健委了解到， 该委联合湖南省中医药管理
局、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等部门，印发《关于促
进医疗卫生机构支持托育服务发展的通知》（下称
《通知》），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妇幼保健机构、中
医医院及其他医疗卫生机构如何协同支持托育服
务发展进行了具体规范。

医疗机构助力托育，上门提供指导服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持措施包括， 支持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在综合考虑服务能力、 托育机构需
求等因素的基础上，设计婴幼儿签约服务包。医联
体内上级医院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医院选派
全科、 专科医生为订单签约服务提供针对性强的
技术支撑等。

对于妇幼机构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助力托育，
《通知》提出，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要与本行政区域
内的托育机构建立联系，签订“医育结合”合作协
议，定期上门提供指导和服务。省、市两级妇幼保
健机构和相关医疗卫生机构要选派儿童保健、儿
童疾病防控等相关科室医务人员， 按照不低于每
百家机构1人的标准， 巡回派驻全省托育机构，采
用多种形式培训托育机构从业人员， 普及婴幼儿
生长发育知识和科学育儿理念。

鼓励医疗机构使用自有场地建设托育机构

中医药特色优势如何发挥？《通知》提出，各级
中医医院（含中西医结合医院）要积极与托育机构
合作，推广小儿推拿、穴位贴敷、药浴等中医药适
宜技术， 指导托育机构从业人员掌握中医有关饮
食、保健等知识和技能，面向家长开展中医传统文
化公益体验活动，推进中医药融入托育服务。

此外，《通知》 鼓励医疗卫生机构使用自有场
地建设托育机构，采取公建公营、公建民营、民营
公助等多种方式， 引进具有资质的托育机构为职
工提供托育服务，并对拓展托育业务的服务模式、
建设标准和支持保障均提出了要求。

根据要求，各地卫生健康、中医药、疾控主管
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增
强医疗卫生机构支持托育服务发展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不断提高社会对托育服务的信任度。

鼓励医疗机构使用自有场地建托育机构
我省出台医疗支持托育发展新标准，要求妇幼机构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助力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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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和“育”相结合，医疗机构如何为托育发展提
供支持？2023年， 湖南省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成
立，挂靠在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湖南省儿童保健所）。

结合成果如何？记者采访了解到， 该中心依托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医疗学科优势， 关注婴幼儿
健康、营养、安全、回应性照护和早期学习机会五
个方面的养育照护策略 。

目前，该院将儿童早期发展、儿童健康管理、
科学养育、 卫生保健等方面的专业医学知识融入
托育学科，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母婴照护机构、
高新企业等深度合作， 探索建立科学育儿指导体
系和标准，助力提升全省婴幼儿照护能力、科学养
育能力和托育机构照护服务水平， 推动我省婴幼
儿养育照护事业高质量发展。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李琪

医育结合，探索专业婴幼儿养育照护策略

4月26日，湖南湖北两省
签署医疗保障互联互通合作
协议。《湘鄂医疗保障互联互
通事项清单（第一批）》（下称
《清单》） 共有9个协议项目，
包括异地就医区域互认、扩
大湘鄂两省门诊慢特病直接

结算病种范围等。

异地就医区域互认，不降低报销比例

为了提升群众医保业务办理和就医报销便利
度，根据《清单》，首次签约共确定9个协议项目。包
括湖北宜昌、荆州、咸宁、恩施州与湖南岳阳、常
德、张家界、益阳、湘西州在内的湘鄂毗邻市州或
区县互认区域。

根据现行的《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管理办法（试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分
为异地长期居住人员与临时外出就医人员。 除异
地急诊抢救人员视同已备案外， 其余人员跨省就
医均需按规定备案。

常见的临时外出就医人员， 往往没有履行转
诊手续，或履行转诊手续有困难，这种情况医保报
销要降低10个点。

湖南省医保局相关工作人员举例说明， 参保
人在跨省的互认区域住院， 政策内医疗费用扣除
起付线后是10000元， 医保就会多报500或1000
元，即个人少出500或1000元，是实实在在的医保

惠民“大礼包”。
本次签约的湘鄂医疗保障互联互通合作协议明

确，湘鄂毗邻的市州或区县率先实现跨省住院视同在
统筹区内就医，无需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基金的
起付标准、支付比例、最高支付限额执行参保地规定
的本地就医时的政策标准。也就是说，不降低报销比
例，相当于提高了临时外出就医人员的医保报销比例
5个点或10个点。

预计5月30日前上线湘鄂边界地区异地就医互认
功能，测试通畅后运行，确保在6月底前开通实行。

新增15个门诊慢特病病种纳入直接结算

目前，全国各地已将高血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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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5
个群众需求大、各地普遍开展的门诊慢特病纳入直接
结算范围。而其他门诊慢特病病种的跨省治疗费用是
没办法直接结算报销的，需要参保患者先垫资，再回
到参保地按规定手工报销。

这次签约的湘鄂医疗保障互联互通合作协议明
确，将新增15个诊断名称相同、代码一致、经办管理相
近的门诊慢特病病种纳入直接结算范围。

开通后，涉及这“5+15”个门诊慢特病待遇资格
的患者，在湖南、湖北两省的联网定点医药机构就医
治疗，可以免去“垫资+跑腿”的烦恼，就医购药后可
直接结算报销。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湘无恙

医保互联互通，跨省住院不降报销比例
湘鄂签署合作协议，新增15个门诊慢特病病种纳入直接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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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妇幼
保健院医护在托
育机构为婴幼儿
进行儿保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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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4月26日讯
“低空经济” 在今年全国两会
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蓝天
与地面之间，一个万亿级产业
正在崛起。4月26日，2024年长
沙县长沙经开区低空经济发
展大会在长沙自贸临空区举

行， 湖南省低空经济行业政策标准研究院在长沙
自贸临空区低空经济研发总部大楼成功揭牌，举
行了湖南省城市低空物流首航仪式。 会上还发布
了《长沙县长沙经开区低空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2024-2026）》。

2024年， 新增低空经济消费应用场景3个以

上；2025年， 新引入低空领域研发制造应用等重点企
业50家以上；到2026年底，全县低空经济产业循环体
系初步建立，相关企业数量突破500家，其中龙头企业
超过20家，低空经济相关产值达到500亿元……根据
全国首个县级低空经济三年行动计划，长沙县长沙经
开区将通过三年的努力，聚焦“新基建、新产业、新消
费、新生态”四大领域，打造县域低空经济发展样板，
成为全国低空经济应用示范县。

“无人机即时零售项目拟在长沙县城范围内选择
成熟商圈，建设辐射半径5公里的即时配送示范区。预
计在一年内开通5-10条无人驾驶航空器物流配送航
线。”长沙自贸临空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叶竹

从地上跑到天上飞！长沙无人机“快递员”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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