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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琪 ） 近日 ，
《湖南省医疗救助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 印发， 明确医疗救助三类对
象： 一类为特困供养人员、 孤儿、 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 二类为最低生活保
障对象、 重度残疾人、 最低生活保障
边缘家庭成员和纳入监测范围的防止
返贫监测对象； 三类为不符合一类、
二类救助对象条件， 但因高额医疗费
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
难的因病致贫大病患者。 《办法》 对
救助对象参保资助、 住院医疗救助、
门诊医疗救助均进行了明确 ， 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施行。

参保资助上， 对一类救助对象和

二类救助对象中的重度残疾人参加城
乡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给予全额
资助； 对其他二类救助对象 (不含重
度残疾人) 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个人
缴费部分按照 50%比例给予资助。

住院医疗救助方面， 救助对象住
院发生属于医疗救助政策支付范围
内， 达到救助标准以上、 10 万元以
内的个人自负医疗费用部分， 按一
定比例救助。 其中， 一类救助对象
不设起付线， 按照 90%比例给予救
助； 二类救助对象起付线原则上按
统筹地区上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 5%确定， 按照 70%比例给予救
助； 三类救助对象起付线原则上按

统筹地区上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 25%确定， 按照 50%比例给予
救助。 对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困难
退役军人， 在年度救助限额内， 对
照同类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标准提高
10%比例给予救助。

门诊医疗救助方面， 患慢性病
需要长期服药和患重特大疾病需要
长期门诊治疗的医疗救助对象， 个
人门诊自负医疗费用较高， 达到救
助标准以上部分的金额， 按一定比
例救助。 其中， 特殊疾病门诊救助
年度救助限额不超过 8000 元 。 一
类救助对象不设起付线， 年度限额
内个人自负医疗费用按照 90%比例

给予救助； 二类救助对象起付线为
1000 元， 年度限额内个人自负医疗
费用按照 50%比例给予救助。 患重
特大疾病需要长期门诊治疗的， 按
照相应类别救助对象住院医疗救助
标准执行， 纳入住院医疗救助年度
限额范围。

此外， 《办法》 还提出了再救助
制度。 对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和医疗
救助三重制度支付后， 政策范围内个
人负担医疗费用超过当地上年度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5%， 且有返贫致
贫风险的人员， 经规范的申请、 审核
程序， 按照不低于 50%的比例进行再
救助。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郭
瑾儒） 针对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日前印发的 《关于促进生物医药产
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 （简称
《若干意见》）， 湖南省药品监管局
10 月 15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详细
解读 《若干意见》 相关政策 。 据
悉， 针对湖南医药企业创新项目，
将给予每年累计最高不超过 5000
万元的奖励或补助资金。

据介绍， 生物医药产业是我国
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也是
湖南 20 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之
一。 《若干意见》 明确指出， 对湖
南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 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注册申请人提出注册申
请的药品、 医疗器械和化妆品， 获
得批准文号并在湖南实现生产的，
按品种给予一次性补助。 其中， 投
资额 5000 万元以上的创新药品每
个品种给予不超过 500 万元补助；
对拥有发明专利的三类创新医疗器
械， 每个品种给予不超过 100 万元
补助； 对国内首创、 拥有发明专利
的二类创新医疗器械， 每个品种给
予不超过 50万元补助； 对获得国家
批准注册的化妆品新原料， 每个新
原料给予不超过 100 万元补助。 与
湖南省其他同类政策重复的， 按照
“从高、 不重复” 原则执行， 同一独
立法人单位每年可累计获得最高不
超过 5000万元奖励或补助资金。

������本报讯 （记者 汤江峰 通讯员
梁昌标） 展现女医风采， 彰显爱的
力量。 10 月 16 日， 湖南省女医师
协会成立 20 周年庆祝大会暨院士
论坛在长沙召开。 会上， 湖南省脑
科医院柴晓利等 20 名同志获 “第
三届湖南最美女医师” 称号， 以表
彰她们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展现 “敬佑生命、 救死扶伤、 甘
于奉献、 大爱无疆” 的崇高精神。

湖南省女医师协会自 2001 年成
立以来， 依靠党建引领， 在实施健
康中国和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战略
中， 先后组织专家 1000 余人次， 深
入革命老区及贫困地区开展 “健康
中国乡村行” “蓝光行动” 等活动，
开展义诊、 上门咨询、 科普宣传、
疾病筛查等服务。 从非典到新冠的
每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从地震
救灾到抗洪抢险的每一次应急救援，
女医务工作者们冲锋在前， 白衣执
甲， 逆行出征， 用大爱护众生。

同时， 协会先后围绕 “健康中

国战略和规划实施 ” “人口与健
康” “女性更年期保健” 等主题，
邀请国内省内知名专家开展学术讲
座， 组织各类学术交流 180 余次；
先后组建了 11 个专业委员会。 在
全省连续开展了三届 “最美女医
师” 的评选表彰活动。

近年来， 湖南省女医师协会不
断发展壮大 ， 从起步时不足 4000
名会员， 已发展到目前 8000 多名。
会员中先后有 18 人获 “中国最美
女医师” “三八红旗手” “巾帼建
功标兵 ” “全国抗疫先进个人 ”；
12 个团体会员单位荣获 “巾帼建功
先进集体” “巾帼文明岗” “抗疫
先进集体” 等国家级荣誉。

院士论坛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
谭蔚泓应邀讲授 《分子医学助力健
康中国》， 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荷凤应
邀讲授 《辅助生殖技术安全性》， 为
活动增光添彩。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女医师协会会长乔杰发表视频
讲话。 她希望湖南女医师协会努力

打造学习型、 创新型和服务型的社
会团体， 发挥行业协会优势， 让这
匹 “黑马” 越跑越远、 越跑越欢。

展现女医风采 彰显爱的力量

明年起，三类对象可获医疗救助
湖南省出台医疗救助办法

柴晓利 湖南省脑科医院
陈 畅 湖南省直中医医院
陈 欢 湖南省疾控中心
陈美平 长沙市第一医院
贺 骏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贺 彤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蒋沁娟 岳阳市中心医院
蒋卫红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赖 燕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梁彦超 株洲市中心医院
王 玲 株洲市妇幼保健院
吴丽文 湖南省儿童医院
吴玉华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夏曼易娜 湖南省肿瘤医院
肖 洁 湖南省胸科医院
谢飞燕 衡阳市妇幼保健院
尤 胜 湖南省人民医院
张海南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张丽娜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朱 灿 湘西自治州人民医院

附：第三届“湖南最美女医师”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 10 月 12 日， 永州市新田县
人民医院， 市民在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加强针。 近日， 该县在人民
医院、 中医医院、 妇计中心设立
新冠疫苗加强免疫接种点， 针对
接种国产灭活疫苗第二剂和康希
诺腺病毒疫苗一剂满 6个月的 18
岁以上人群， 全面启动新冠疫苗
加强免疫接种工作。
湖南日报记者 钟伟锋 摄影报道

加强免疫接种
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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