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2月 22日，咸安区温泉街道希
望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了“温暖冬
日 情暖人心”送关爱志愿服务活动，让社区
高龄、困境老人在寒冷的冬日也能感受到浓
浓的暖意。

尽管天气寒冷，但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们仍然热情不减。大清早，大家早早地来
到了社区，分工合作，有的在和面、有的在切
菜、有的在拌肉馅，个个动作娴熟，配合衔接
有序。

现场气氛浓烈，到处洋溢着“家”的味

道。不一会儿，桌子上摆满了齐齐整整的饺
子。这边饺子包得热火朝天，另一边煮饺子
的工作人员也没闲着，两口锅同时煮，很快
就为大家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饺子。

随后，社区工作人员上门为辖区内特殊
家庭、百岁老人、空巢老人送去冬日饺子，传
递社区温情，让他们感受到节日的温暖。

“冬天能吃到社区送来的饺子，不仅胃
里暖暖的，心里也暖暖的。”休干所的百岁老
人刘同和开心地说道。

2023年12月21日上午，温泉街道岔路

口社区联合香城学校、市妇幼医院中医科在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小手拉大手·共创
文明城”暨“温暖过冬日，饺子暖心房”包饺
子活动。

早上，社区志愿者们到菜市场采购包饺
子物资，并将物资送到社区二楼，瞬间将社
区会议室变成了厨房。大家分工协作，积
极参与调馅、分装、铺桌布……而早已准
备一展身手的初二年级学生们动作迅速地
包起了饺子。羊角辫、月牙饺、小锁饺、金元
宝……活动现场欢声笑语不断，热闹非凡，

大家忙得不亦乐乎。
在三楼活动室，市妇幼医院中医科的主

治医生们为老人讲解冬季健康养生知识，并
进行中医理疗服务。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共同努力，学生们
将煮好的饺子端到三楼给已经检查完身
体的老人，他们一边吃着热气腾腾的饺
子，一边笑着说：“孩子们真是能干，吃他
们亲手包的饺子就是香。社区现在也想
得周到，我们刚体检完就可以吃到饺子，
真好。”

浓浓饺子香 暖暖冬日情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刘宇薇

新闻追问
问民生

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是指改革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建立普通门诊统筹共济
保障，将门诊费用纳入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支
付范围，有效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的一项
新政策。

2023年1月1日起，这项政策在咸宁落
地。近日，记者采访发现，该政策运行一年，
我市参保职工享受到了更多利民、惠民的医
保福利。

“救命钱”越来越精准

“现在小病小痛在社区门诊看病花费更
少了！”1月1日，市民魏女士来到咸安区温
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在享受到职工医
保门诊共济政策后，不由得连连称赞。

去年，我市参保职工在一、二、三级医疗
机构报销比例分别设为：在职职工80%、
65%、50%，退休职工90%、75%、60%，各等
级医疗机构支付比例间的差距提高到了
15%，支付比例进一步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倾斜。

市医疗保障局负责人介绍，从1998年
开始，国家建立职工医保制度，我市于2012
年探索建立职工医保门诊统筹保障机制，对
于减轻参保职工门诊医疗费用负担起到了
积极作用。

但受个人账户支付范围限制、门诊统筹
年基金支付限额由低水平起步等因素影响，
也存在受益面不高、共济性不够、减负效果
不明显等短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人账户的局
限性逐步凸显。由于是个人积累式的，所以
健康人群和非健康人群的个人账户积累差
距很大，家人之间个人账户也不能共用，生
病的不够用，健康的用不上。”该负责人说。

“过去政策更倾向于大病住院报销，门
诊费用则主要是个人账户支付，这就会导致
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小病大养’争相住院，
既增加了医保基金支出，又浪费了医疗资
源。”该负责人认为，实施职工医保门诊共济
政策后，不仅可以鼓励大家就近看病，避免
小病大治，还可以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

引导分级诊疗，激活基层医疗资源，方便群
众就近享受医疗服务，让“看病救命钱”用得
精准又方便。

“小共济”发挥大作用

“现在我们一家人的医保都绑定了家庭
共济账户，就可以实现医保报销了。”2023
年12月25日，在咸宁市中心医院结算窗口，
市民朱女士用自己的医保卡刷了丈夫医保
个人账户里的钱，“这就像绑定了亲情卡一
样，非常方便。”

朱女士所使用的是职工医保门诊共济
的“家庭共济”功能。

据了解，职工医保基金分为两大块：一
是统筹基金，就是大池子；二是个人账户。
这次改革是两个共济，一个大共济，一个小
共济。

大共济就是建立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统
筹基金大池子里的钱在参保职工间相互共
济使用，普通门诊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报销，
实现社会“大共济”，减轻参保职工普通门诊
负担。小共济就是家庭共济，对个人账户积
累余额较多的，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家庭共
济使用，实现家庭“小共济”。

市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说，实施“门
诊共济”后，参保职工个人账户具有共济功
能，扩大了个人账户资金的使用范围。个人
账户资金允许父母、子女、配偶等家庭成员
共济使用，既能减轻家庭的负担，也能防止
个人账户基金无效沉淀，终结“平时不用，用
时不够，有人用不了，有人不够用”的问题。

1月2日下午，咸宁妇幼医院里，市民陈
女士带女儿小美来就诊，小美的参保方式是
城乡居民医保，陈女士是医保参保职工。当
天，小美在门诊就医产生费用300元，按照
规定门诊报销50%后，还需要自费150元。

作为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小美无医保
个人账户，平时这部分费用，陈女士都要用
现金来缴费。但是职工门诊共济保障新政
落地后，陈女士在支付宝医保服务中为女儿
绑定了家庭账户。当天，陈女士用自己的医
保个人账户结算了需要自费支付的150元。

便民门诊“应开尽开”

“现在能刷医保卡的药店越来越多了，
方便极了。”1月2日，家住咸安区书台街附
近小区的居民黄先生发现，他常去的一家药
店可以刷医保卡报销了。

原来，这家药店在前不久接入了门诊统
筹服务，参保群众持医院处方在这儿买药，
只要是医保目录内的药品，都可以享受到政
策报销。

“目前，全市已开通职工门诊统筹定点
医疗机构167家、定点零售药店322家。”市
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科科长朱敏介绍，以前
纳入门诊统筹的定点药店数量少，购药报销
不方便，是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改革后，
参保群众反映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为解决群众烦心事，我市全面推进医疗
机构设置和开放便民门诊，做到应设尽设、
应开尽开，让群众能更方便地享受改革带来
的实惠。

同时，以前在药店个人账户只能用于购
买相关符合规定的药品，改革后在定点药店
购买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的费用也可以由个
人账户支付。对符合条件的网上医药服务，
统筹基金也可以按规定给予支付。

去年，我市针对老年人慢性病、特殊疾
病发病率较高的情况，加强了慢性病的门诊
保障，对恶性肿瘤、肾透析等37种常见的、
需长期在门诊治疗的、费用较高的慢性病和
特殊疾病，医保另外给予报销。目前，我市
门诊慢特病医保基金报销限额从2000到39
万元不等。

今年72岁的退休职工孙爹爹前年做了
肾移植手术，需要长期抗排异治疗。他基本
每个月都会去医院看病，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医保卡里的钱已经不够用了。现在实施
职工医保门诊共济政策后，报销额度提高
了，为他省了不少钱。

“共”民心 “济”民意
我市扎实推进职工医保门诊共济改革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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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戏进社区
关爱特殊老人
近日，咸安区温泉街道，来自市老干

部艺术团的演员们正在表演中。
据了解，当天，市老干部艺术团、市广

场舞协会带着自编自排的节目来到温泉
街道，与街道的计生特殊家庭老人欢聚一
堂，载歌载舞，丰富老人们的文化生活，在
岁末为他们送去温暖与欢乐。

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王天翠 摄

物品遗失群众急
民警寻回暖人心

通讯员 李佳玫 杨晗

“警官，你们一定要帮帮我！我刚骑共享
电动车的时候，把平板电脑和一份重要资料放
在车篮里，忘记拿出来了。”2023年12月26日，
通城县公安局隽水派出所接到黄先生报警。

原来，当天黄先生骑行到目的地，还车之
后就走了，忘了车篮内还有东西，等他想起来，
再返回去寻找的时候，发现共享电动车已经被
骑走。

了解情况后，民警根据黄先生提供的信
息，查找他还车地的监控视频，发现该车先后
被多人骑走过。

民警只好逐条路线查看，寻找线索。经过
数小时的分析，民警锁定车辆最终停放地点以
及拿走车篮内物品的王先生。民警立即联系
王先生，帮黄先生找回了全部遗失物品。

“谢谢你们呀！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就
打电话报警了，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把东西给
找回来了。”黄先生在接到平板电脑和资料的
那一刻，激动不已，握着民警的手连声称谢。

实事干得行不行
报给群众评一评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雷群书

“请您对我们的服务作出评价！”1月2日，
赤壁市车埠镇便民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工作人
员正引导办事群众通过扫码参与“群众评”。

“满意，满意！”刚办完社保缴纳业务的居
民杨女士通过手机扫码对窗口进行了评价。

“只跑了这一趟，很快就搞定了。我办事
时，儿子还能在休息区玩耍，真是方便又体贴，
为车埠镇便民服务中心点赞！”杨女士说。

为切实提高政务办事效率，提升政务服务
效能，去年以来，车埠镇在便民服务大厅正式
开通了“群众评”评价服务，全面落实服务“好
不好”由群众来评判，此举措拉近了与群众的
距离，让为民办事更有温度。

“服务对象可通过手机扫码进行现场评
价，还有专人进行满意度回访，同时张贴‘无人
值守’监督电话，可通过电话举报。”工作人员
说。

据了解，车埠镇2023年一至三季度“群众
评”总量1099条，第四季度“群众评”总量增长
至2026条，均无差评。

部门联动强实效
普法宣传进校企

本报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李婷婷

近日，咸安区总工会联合多方力量，深入
企业、学校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以前我们在生产生活中遇到了权益被侵
害的事情，往往是选择隐忍和退缩，通过这次
普法活动，今后我们要坚定地拿起法律武器，
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咸安区总工会和企
业共同开展的普法进车间活动上，湖北广绅电
器职工说。

在咸宁市银桂学校，咸安区总工会特聘律
师周雪琴深入浅出地向全校师生讲解《民法
典》，全校广大师生认真聆听，对《民法典》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该校张老师说：“《民法典》对
于一位公民来说，从生到死，各个层面都予以
了保障，手握《民法典》，幸福有保障。”

目前，咸安区总工会在企业和学校开展了
多期普法宣传活动，广大企业职工和各界群众
主动学法、守法、遵法、用法，法治意识得到了
切实增强。

咸安区总工会还联合法院和人社部门，深
入打造“法院+人社+工会”劳动争议三方协调
机制，共同缔造职工群众的幸福生活。

百姓话题

“来，院长给你们发礼物喽！”
1月1日早上，市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

一排排成队站好，等着领院长手里的礼物。
为了让孩子们过一个热热闹闹的节日，

市儿童福利院的工作人员们做了很多准备，
让福利院里新年味儿十足。

“发礼物是第一步，我们还准备了丰盛的
饭菜，吃完饭就带着他们玩游戏。”院长张开平
把节日安排得满满当当。

儿童福利院里，彩色的三角形飘巾、红
色的小国旗，把现场装扮得喜庆而热烈。孩

子们在老师的帮助下，把分散的零件组合成小
彩灯。大家屏气凝神，全神贯注地操作。不一
会，一盏盏散发着光亮的小彩灯就“诞生”了。

活动中，福利院工作人员为孩子们发放
了各种零食和水果，介绍了元旦的来历和传
统习俗，让儿童们感受中华传统节日蕴含的
历史文化内涵。孩子们则为照顾、陪伴他们
成长的老师送上了真挚的祝福。

“与刚来相比，孩子们的沟通能力和自
信心有了很大提升，有时还会帮我们做饭、
做家务，变化很大。”福利院生活部负责人刘

等珍告诉记者，平时她们还会带孩子们到超
市购物，踏青游玩，尽最大努力给他们创造
一个充满温情的成长环境。

几名儿童说：“非常开心，福利院也让我
们体会到家庭一样的温暖。”

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欢声笑语洋溢现
场，飘荡在儿童福利院上空。

“逢年过节，总会有一些爱心人士专程
来到福利院，关爱这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张
开平介绍。

说话间，一位来自咸安的居民带着家人

来到这里，对孩子们问寒问暖，慰问福利院
的工作人员：“你们的工作十分辛苦，但很高
尚，我们都非常敬佩。”简单的话语让在场的
社工们感到格外温暖。

“举办活动，旨在让孩子们了解中华文
化，让他们感受到福利院大家庭团圆、温馨
和幸福的氛围。”张开平说。

福利院过节 味浓情更浓
本报记者 王恬

架起服务连心桥
做好群众贴心人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王琴

“请问五组新开的职院南门那段路雨天一
身泥，晴天一身灰，泥土路面坑坑洼洼，影响我
们正常出行，望上级部门考虑是否能修建这段
路？”近日，“咸安微家园”平台温泉社区收到五
组居民的报事反映。

据悉，职院南门位于温泉社区五组刘怀郭
小区旁，为泥土地面，给附近居民和学生的出
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安全隐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温泉社区干部立即向
上级部门递交申请预配套修建一条长150米、
宽6米的道路。

目前，该路段已全面投入使用，道路的修
建使得周边居民和学生能够更加方便地前往
职院南门，也为社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
环境。职院南门附近的商家们也开设起各种
各样的小店铺，为居民提供便利和增加了就
业机会。

截至目前，温泉社区通过“咸安微家园”平
台收集居民的意见和建议达50余条，并一一帮
助问题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