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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余
志林刘晓丽） 4 月 25 日至 5 月 1 日
是全国第 19 个 《职业病防治法》 宣
传周， 今年的主题是 “共创健康中
国， 共享职业健康”。 记者 4 月 26
日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 省民政厅
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职业病防治宣传
周活动中了解到， 针对湖南患者最
多、 影响严重的职业病———尘肺病，
湖南省 3 年来财政投入专项救助资
金 1.9 亿元， 累计诊断尘肺病农民工
患者 23083 例， 64627 人次获得救
助。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形势较严峻，
煤矿、 非煤矿山、 有色、 建材、 冶
金、 化工、 机械等 30 多个行业都有

职业病的发生， 其中尘肺病例占全
省职业病的 90.3%。 据了解， 2010
年-2018 年， 湖南省每年报告的新增
职业病例均在 2000 例以上 。 2020
年， 全省新增报告职业病 955 例 ，
其中尘肺病 894 例， 占 93.61%。

针对职业病患病最多的尘肺病
患者， 湖南省早在 2017 年即在全
国率先启动 “尘肺病农民工基本医
疗救治救助 ” 。 2017 年 -2020 年 ，
省财政投入专项救助资金 1.9 亿元，
累计诊断尘肺病农民工患者 23083
例 ， 建设 50 家定点机构让 64627
人次获得救助，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户占 1/3， 救治救助费用全部报销，
健康精准扶贫效果十分显著。

2021 年起， 湖南省将继续推动
开展尘肺病农民工基本医疗救治救
助民生项目工作， 每年筹措不低于
5000 万元专项资金， 优化湖南省无
责任主体农民工基本医疗救治救助
方案， 在原方案 “一提一降一助”
基础上增加 “一扶”， 民政部门对符
合救助和帮扶政策的农民工尘肺病
患者给予救助和帮扶； 同时将原来
单一的住院康复治疗， 调整为对尘
肺病农民工救治救助实施分类综合
管理； 优化分级诊疗， 按病情严重
程度对住院健康管理患者细化诊疗
方案， 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

此外， 为更好地对职业病进行
防控， 2021 年湖南省将持续推进职

业健康保护行动， 开展全省健康企
业创建和评审工作， 制定有关行业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工作指南； 积
极推进争做 “职业健康达人” 活动，
倡导健康工作和生活方式， 提升劳
动者职业健康意识； 深入开展职业
健康保护宣传 “五进” 活动， 即职
业健康宣传进机关、 进企业、 进学
校、 进乡镇、 进机构， 营造职业健
康保护浓厚的社会氛围。

������据新华社消息 国务院办公厅
日前印发 《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
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意见》 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建
立健全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
制的具体举措。

一是增强门诊共济保障功
能。 建立完善职工医保普通门诊
费用统筹保障机制， 逐步将多发
病、 常见病的普通门诊费用纳入
统筹基金支付范围。 普通门诊统
筹覆盖职工医保全体参保人员，
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从 50%起
步， 可适当向退休人员倾斜。

二是改进个人账户计入办法。

在职职工个人账户由个人缴纳的基
本医疗保险费计入， 计入标准原则
上控制在本人缴费基数的 2%， 单
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
统筹基金。 退休人员个人账户原则
上由统筹基金按定额划入， 划入额
度逐步调整到统筹地区根据 《意见》
实施改革当年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
的 2%左右。 增加的统筹基金主要
用于门诊共济保障， 提高门诊待遇。

三是规范个人账户使用范围。
个人账户主要用于支付参保人员
在医保政策范围内自付费用。 可
以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
偶、 父母、 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
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

用， 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
品、 医疗器械、 医用耗材发生的
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探索个人账
户用于配偶、 父母、 子女参加城
乡居民医保等的个人缴费。

四是加强监督管理。 严格执
行医保基金预算管理制度， 加强
基金稽核和内控制度建设。

五是完善与门诊共济保障相
适应的付费机制。 对基层医疗服
务可按人头付费， 积极探索将按
人头付费与慢性病管理相结合；
对日间手术及符合条件的门诊特
殊病种， 推行按病种或按疾病诊
断相关分组付费。 科学合理确定
医保药品支付标准。

��� �邓曼静， 湖南省名中医， 长
沙市中医医院 （长沙市第八医
院） 药学教研室主任、 主任中药
师。 现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
二五” 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
责人、 国家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
地负责人， 湖南省中医药信息学
会中药炮制技术研究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长沙市中药饮片质量
控制中心主任、 长沙市中医药事
质量控制中心主任等。

中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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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亿精准扶贫尘肺病农民工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李合锋
肖柯） 4 月 25 日是我国第 35 个儿童预防
接种日 ， 记者当日从疾控部门了解到 ，
湖南省预防接种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儿
童预防接种已纳入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
服务体系， 全省预防接种服务网络覆盖
全部城乡， 近万名接种人员提供接种服
务； 疫苗储存运输冷链系统不断完善 ，
建立了免疫规划信息系统、 数字化门诊、
手机 APP 三位一体的 “互联网+预防接
种” 工作体系， 对疫苗储存运输和接种
等各个环节实行全程适时监控， 确保疫
苗质量和接种安全。

1978 年， 湖南省开始实施计划免疫
预防接种， 43 年来， 预防接种工作持续
推进， 从 4 种疫苗防 6 种疾病， 扩大到
14 种疫苗防 15 种疾病， 取得了显著成
效： 湖南省连续 28 年维持无脊髓灰质炎
状态， 连续 17 年无白喉病例报告； 5 岁
以下儿童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携带率下降
到 0.16%， 流脑、 乙脑、 麻疹、 百日咳等
疾病均处于较低发病水平。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俊华表
示， 当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总体平稳 ，
但全球疫情仍处于大流行阶段， 我国外
防输入、 内防反弹压力很大， 疫情防控
形势复杂严峻。 只有人民群众积极接种
疫苗， 提高人群接种率， 有效降低新冠
病毒传播风险， 才能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维护全民健康安全。

护航疫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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