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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中央军委
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联合印发《医疗机构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管理办法》，推动实
现不同医疗机构间的检查检验结果互
认。办法将于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办法共分为7章39条，分别从组织
管理、互认规则、质量控制、支持保障、
监督管理等方面对医疗机构检查检验
结果互认的各项要求进行了明确。

办法对有关部门的职责进行划
分，明确提出医疗机构应当按照“以
保障质量安全为底线，以质量控制合
格为前提，以降低患者负担为导向，
以满足诊疗需求为根本，以接诊医师

判断为标准”的原则，开展检查检验
结果互认工作。

办法中的检查结果，是指通过超声、
X线、核磁共振成像、电生理、核医学等
手段对人体进行检查，所得到的图像或
数据信息；检验结果是指对来自人体的
材料进行生物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化
学、血液免疫学、血液学、生物物理学、细
胞学等检验所得到的数据信息。

对于患者提供的已有检查检验结
果符合互认条件、满足诊疗需要的，医
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重复进行检
查检验。

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以下6种情况，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可以对相关项目

进行重新检查。这些情况包括：因病情
变化，检查检验结果与患者临床表现、疾
病诊断不符，难以满足临床诊疗需求的；
检查检验结果在疾病发展演变过程中变
化较快的；检查检验项目对于疾病诊疗
意义重大的；患者处于急诊、急救等紧急
状态下的；涉及司法、伤残及病退等鉴定
的；其他情形确需复查的。

在费用收取方面，办法针对不同情
况进行分类要求：检查检验结果满足诊
疗需要的，医疗机构按门（急）诊诊查收
取相应的诊查费，不额外收费；检查检验
结果符合互认要求，但确需相应检查检
验科室共同参与才能完成检查检验结果
互认工作的，可在收取诊查费的基础上，

参照本院执行的价格政策加收院内会诊
费用；检查检验结果符合互认条件，但无
法起到辅助诊断作用，确需重新检查的，
收取实际发生的医疗服务费用。

此外，办法明确了开展互认工作的
基本要求，提出了可以重新检查的具体
情况，并要求医务人员加强医患沟通，
对于检查检验项目未予互认的，应当做
好解释说明，充分告知复检的目的及必
要性等。

有关专家表示，检查检验是医疗服
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实现不同医疗机
构间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有助于提高
医疗资源的利用率，降低医疗费用，提
高诊疗效率，改善群众就医体验。

新华社电 到2025年，养老服务床
位总量达到900万张以上，新建城区、新
建居住区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达标率
达到100%……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十
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
系规划》设定多个主要指标，破解老龄事
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难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60岁
及以上人口已达2.67亿。我国老年人
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需求
结构正在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此
次印发的规划对“十四五”时期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需求如何满足等具体问题
给出明确答案，并从养老服务床位的总

量与结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供
给、特殊困难老年人需求保障、提升老
年医疗服务能力等方面设置主要指标。

《2020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
报》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养老
服务床位数达到821万张。我国九成
以上老年人倾向于居家养老，尽管养老
服务供给总量不断增加，但居家社区养
老和优质普惠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仍
然存在。为此，规划提出，到2025年，
养老服务床位总量达到900万张以上，
新建城区、新建居住区配套建设养老服
务设施达标率达到100%。

“老年人哪里多、我们就把养老服务

机构办在哪。”民政部等部门表示，顺应老
年人居家就近养老期待需求，“十四五”时
期将推进老旧城区、已建成居住（小）区基
本补齐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推动构建城市
社区“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让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更丰富、更便捷、更有质量。

失能（含失智）老年人的照护是养
老服务的难中之难。我国失能、半失能
老年人约有4000万人，拥有足够的保
障失能（含失智）老年人的护理型床位，
才能体现养老服务机构真正的照护服
务能力。考虑当前养老服务机构床位
存在的供给结构问题，规划设置养老机
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这一指标，并要求到

2025年达到55%。
解决老年人“长寿不健康”问题，规

划提出到2025年设立老年医学科的二
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占比达到60%以
上；围绕养老服务人才不足问题，规划提
出到2025年每千名老年人配备社会工
作者人数保持1人以上；针对老年大学

“一座难求”现象，规划提出到2025年老
年大学每个县（市、区、旗）至少1所……

规划要求强化各地落实规划的主体
责任，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组织、协调和督
导，将规划主要任务指标纳入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纳入
政府工作议事日程和目标责任考核内容。

到2025年养老服务床位达900万张

我国提出“十四五”养老硬指标

新华社电 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
币，人民币现金更是最基础的支付手
段。尽管金融管理部门三令五申，但社
会上拒收现金现象依旧时有发生。遭遇
拒收现金怎么办？别担心，相关部门会
为你撑腰，支持你霸气回怼、依法维权！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了拒收人
民币现金处罚情况，2021年全国共核
实拒收现金行为212起，其中以停车
场、生活缴费、保险公司为主。以去年
第四季度为例，被处罚并曝光的32家
拒收现金单位中，有10家是因为拒绝
公众使用人民币现金支付停车费。

这些商户、机构对现金收付产生认
识误区，有的基于成本控制、钞票防伪、
安全卫生等方面考虑，不愿意收取现
金；有的法律意识淡薄、服务意识不强，
公然张贴“拒收现金”告示。

对此，人民银行加大了整治力度，
对拒收人民币行为进行了严肃查处，去
年对影响较大的87起给予行政处罚，
并且每季度都在官方网站对处罚情况
进行集中曝光，起到警示威慑作用。

不少人心有疑惑：移动支付如此便
捷，为何还要保障现金支付？

诚然，移动支付是便捷高效的，但
也受电子系统、网络环境、移动终端等
方面限制。一旦发生系统故障、电力中
断以及自然灾害等意外事件，现金的重

要作用便凸显了出来。
其实，尽管支付方式多元化发展较

快，但现金需求依然旺盛。2021年全
年现金净投放6510亿元，2021年末我
国流通中现金（M0）首次突破9万亿元
大关，保持稳定增长势头，不少个人和
小微企业仍存在较坚实的现金需求。

当前，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并不能熟
练掌握移动支付，也难以享受数字人民
币的高效便捷。同时，在一些相对偏远
或贫困的地区，电子支付机具的布设也
很难达到全覆盖。现金使用几乎不受环
境、场景、物质条件限制，不需要银行账
户、手机终端等应用基础，对老年人、农
民和低收入人群等特定群体至关重要。

“发红包”“派利是”等传统习俗需要
使用现金，匿名支付、即时结算离不开现
金……现金使用门槛低、匿名性强、支付
快捷，这些独特优势收获不少金融消费
者偏好。表面上看，商家拒收现金给消
费者增添了麻烦，殊不知这一行为已经
违法违规，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那么，如果遭遇现金拒收该如何霸
气回怼？

“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大可放心地说
出这句话，有法律法规为你撑腰。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以人民币支

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
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日前
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召开的银行
业金融机构人民币现金服务工作座谈
会上明确指出，各有关方面要一起努
力，形成持续高效的整治拒收人民币现
金长效机制。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开展
知识宣传、暗访协查等活动，将整治拒
收人民币现金与文明城市建设、优化营
商环境、社会治理等工作相结合。

除了霸气回怼，消费者更要依法维
权。

中国人民银行2020年12月发布的
公告称，任何单位和个人存在拒收现金
或者采取歧视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等违

法违规行为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
构会同当地有关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当前，人民银行已经明确政策标准，
针对场景复杂、主体繁多、公众对拒收现
金理解差异大等问题，制订发布人民币
现金收付指引，完善了违规处罚标准。
对核实为拒收人民币现金的，人民银行
将依法处罚并予以曝光，切实保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维护人民币法定地位。

专家提示，在遭遇拒收或者采取歧
视性措施排斥现金的行为时，消费者可
妥善保留相应的证据或线索，通过城市
政务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金融消费
权益保护等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保护自身权益，让我们一起向拒收
现金行为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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