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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国家医保
局、 财政部 7 月 26 日发布 《关
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
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
知》， 统一规范参保人外地就医
备案、 基金支付、 协同业务等
细则， 将对每一名有外出就医
需求的参保人产生重要影响。

异地就医前， 参保人员可
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 国
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或参保地经
办机构窗口等线上线下途径办
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 开通备
案后， 参保人在备案地开通的
所有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均
可享受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服务； 就医时需出示医保电子
凭证或社会保障卡等有效凭证。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支
付政策可以理解为 “就医地目
录、 参保地政策”。

也就是说， 执行就医地规
定的支付范围及有关规定， 包
括基本医疗保险药品、 医疗服
务项目和医用耗材等支付范
围； 执行参保地规定的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起付标准、 支付比
例、 最高支付限额、 门诊慢特
病病种范围等有关政策。

除了异地急诊抢救人员视

同已备案， 无需提交材料外，
其他人员均需提供医保电子凭
证、 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
卡以及备案表。

另外，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
需提供 “户口簿首页” 和本人
“常住人口登记卡” 或个人承诺
书；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
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 常驻
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参保地工
作单位派出证明、 异地工作单
位证明、 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
个人承诺书； 异地转诊人员需
提供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
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

目前， 所有统筹地区开通
了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 国
务院客户端小程序等线上办理
异地就医备案服务， 参保地经
办机构应在两个工作日内办结。

此外， 全国 120 个统筹地
区实现了自助备案， 参保人员
可以即时办理、 即时生效。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
说， 目前， 全国 200 多个统筹
地区实现了高血压、 糖尿病、
恶性肿瘤放化疗 、 尿毒症透
析、 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
等 5 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
用跨省直接结算。

据介绍， 具备门诊慢特病
资格的参保人员需要完成 5 个
步骤， 即可享受跨省直接结算
服务， 包括： 第一步， 了解个
人享受门诊慢特病待遇的资
格； 第二步， 主动了解参保地
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相关
政策； 第三步， 选择并开通相
关门诊慢特病跨省联网定点医
疗机构； 第四步， 主动告知联
网定点医疗机构自己具备门诊
慢特病资格； 第五步， 持医保
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按要求
进行结算。

针对群众关心的异地就医
外伤、 急诊抢救、 住院期间院
外发生费用问题， 通知明确符
合就医地管理规定的无第三方
责任外伤费用可纳入跨省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范围； 因病情需
要到其他定点医疗机构检查治
疗或到定点药店购药的， 相关
费用纳入本次住院费用跨省直
接结算。

跨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
案有效期内确需回参保地就医
的， 可以在参保地享受医保结
算服务， 原则上不低于参保地
跨省转诊转院待遇水平。 相关
政策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
正式实施。

医保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 �本报讯 （通讯员 符雯 陈
荣华林晶晶） 近日， 湖南省人
社厅、 省卫生健康委、 省中医
药管理局联合出台 《湖南省卫
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
实施方案 》 （以下简称 《方
案》）。 与之前的政策相比， 新
出台的 《方案》 有何特点？ 7
月 24 日，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
相关负责人就此进行了解读。

以品德能力业绩为导向。
《方案》 明确， 改革的基本原
则为： 坚持德才兼备、 以德为
先 ， 坚持能力导向 、 科学评
价 ， 坚持以用为本 、 服务发
展； 注重评价专业能力和工作
实绩， 鼓励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扎根防病治病一线， 服务人民
群众， 服务健康湖南战略。

更加注重科学评价。 《方
案》 规定， 破除唯论文、 唯学

历 、 唯奖项 、 唯 “帽子 ” 倾
向， 不把论文、 科研项目、 获
奖情况、 出国 （出境） 学习经
历、 博士学位等作为申报的必
要条件， 而是加强业绩成果评
价， 科技成果奖、 国家发明专
利、 学术论文、 著作、 科普作
品、 卫生标准、 技术规范、 诊
疗指南 、 临床病案 、 手术视
频、 护理案例、 流行病学调查
报告、 应急处置情况报告等，
均可作为申报参评人员的工作
业绩代表作参加评审。

针对卫生行业实践性强的
特点， 《方案》 侧重专业能力
评价。 针对医、 药、 护、 技四
类卫生专业技术人才， 通过不
同评价载体对其专业能力进行
评价， 如强化病案作为评价临
床医师执业能力的重要载体，
通过健康危险因素风险评估报

告、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疾病与健康危害因素监测 （分
析预警） 报告、 公共卫生应急
处置预案和风险评估报告等，
对公共卫生类人员进行专业能
力评价。 此外， 《方案》 要求
强化用人单位评价， 充分发挥
用人单位在职称评价中的主导
作用。

实行分级分类评价。 据介
绍， 此次改革将门诊工作量、
出院人数、 出院患者手术人次
等临床工作数量， 作为医生晋
升高级职称的 “门槛” 条件；
将病历首页责任护士和质控护
士记录， 作为护理人员晋升高
级职称的 “门槛” 指标。 对不
同学历人员一视同仁， 鼓励医
学生 “早临床、 多临床、 反复
临床”， 不断提升医疗技术服
务水平。

������本报讯 （通讯员 尹胜利 刘瑶 何婉丞） 7 月
20 日， 人社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对第四届国医大师及第二届全国名中医进
行表彰。 其中，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名
誉院长潘敏求教授以国医大师身份在列。 湖南中
医药大学教授、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终
身教授尤昭玲，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
任医师袁长津获评第二届全国名中医。

潘敏求今年 81 岁， 是我国中医肿瘤领域学
术带头人之一， 他擅治肿瘤和肝病， 以医德高
尚、 医术精湛著称， 在中医药防治肿瘤、 减低放
化疗毒副反应、 抗术后复发转移等方面卓有成
效。 他崇尚 “医乃仁术， 德者居之”， 践行辨病
与辩证结合， 从瘀毒虚三方面辨证处方， 配伍严
密， 在国内外率先提出肝癌 “瘀、 毒、 虚” 的病
因病机理论； 首创 “健脾理气、 化瘀软坚、 清热
解毒” 治疗肝癌法则。

73 岁的尤昭玲， 主任医师、 二级教授、 博士
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湖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终身教授， 第四批全国老中医
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中华中医药学
会全国妇科名医 (第二届)、 首席健康科普专家。

袁长津今年 76 岁， 是第四、 五批全国老中
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全国名老
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导师。 他在消化、 呼吸、
神经、 心血管、 免疫及危重症、 疫病、 肿瘤等方
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出台新规

���� 7月 20日， 在永州市道县乐福堂学校， 孩子
们在蓝天救援队志愿者的指导下学习心肺复苏抢
救。 近日， 当地志愿者走进乡村学校开展防溺水乡
村安全教育活动， 培养孩子们防溺水安全意识。

蒋克青蒋慧鸿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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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痘疫情预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