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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雪上门送服务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李剑梅

2月27日一早，正在辖区排查冻雨天气安全隐
患的网格员朱成霞接到咸安区温泉街道华夏小区
居民刘爹爹的求助电话：“小朱啊，我这个月的退休
工资还没收到，这大雪天气我又不敢出门，就我跟
老伴两个人在家，这怎么办呀？”

接到电话的朱成霞一边打电话安慰刘爹爹，一
边将情况反映给社区负责退休年审的同事。经过
在退休年审系统检索发现，刘爹爹退休年审已于2
月13日到期。随后朱成霞便到刘爹爹家，耐心指导
爹爹完成养老认证所有步骤，并详细介绍养老保险
的最新相关政策和待遇。

“这些东西还是你们年轻人搞得明白，感谢你
们上门帮我办理啊！”刘爹爹连声道谢。

万年路社区负责人表示，面对突如其来的冰雪
天气，许多高龄老人由于出行不便，社保年审便成
了他们的一件忧心事。接下来万年路社区将组织
网格员开展“敲门入户”行动，安排专人为辖区孤
寡、残疾、重病、高龄等特殊人群进行上门认证，让
居民及时、足额领取退休金，宣传安全用电用火知
识，全心全意当好居民的“贴心人”。

扫黄打非进社区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佘鹏辉

为引导辖区居民远离不良非法信息，营造安
全、健康的网络环境，3月1日，咸安区温泉街道南
昌路社区开展“扫黄打非”主题宣传活动。

社区科普志愿者组织居民们观看宣传PPT，为
大家讲解了非法、有害出版物的危害以及常见的侵
权盗版行为等版权知识，进一步提升居民们的版权
保护意识。同时，志愿者还列举沉迷网络小视频的
危害，号召居民们每天抽出一个小时阅读，多读书、
读好书，养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情趣。

怡景居民陈女士说：“‘扫黄打非’与我们息息
相关，但也并非只是成年人的事情，许多隐藏的危
险也潜藏在孩子们的身边，回去后要给孩子们好好
讲讲‘扫黄打非’。”

本次活动有效提高了居民对“扫黄打非”工作
的认识，增强了居民自觉抵制盗版的法治意识和文
明上网的能力。

甜蜜糖果谢亲人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李红

3月4日上午，家住咸安区轻工大楼小区的秦
奶奶步履蹒跚地来到花坛社区，手里还拎着两包糖
果：“我想把这些糖果送给你们，感谢在雨雪冰冻天
气对我的照顾。”

原来，秦奶奶三个子女都在武汉工作，常年独自
居住在轻工大楼小区。年前秦奶奶不慎摔倒住院，
但儿女们忙于工作脱不开身，只得请护工照顾。社
区在了解秦奶奶的困境后，便安排工作人员定期上
门陪奶奶聊天，帮助她购买生活物资、清洁室内卫
生，真正做到“随叫随到”，让秦奶奶倍感温馨。

在雨雪冰冻天气里，社区每天安排工作人员上
门看望，帮助秦奶奶买药、买菜，清理院内积雪，让
秦奶奶感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温暖。

甜甜的糖果，饱含着居民对社区工作人员工作
的认可及深厚的感情。花坛社区将持续做好独居、
高龄老人的关心关爱工作，通过每周上门探访、“一
帮一”服务等，让老人们感受到“亲情化”关爱，营造
充满浓浓的人情味和温暖的社区氛围。

百姓话题

“刘爷爷，我们又来啦！说什么今天
也不能在这里住了，我们来帮您搬东
西。”2月27日一大早，温泉街道岔路口
社区网格员成思思再次来到刘爷爷家，
帮助其清理生活用品，用自家的车将刘
爷爷夫妻二人送到安全点。

这已经是社区第三次转移两位老人
了。早在2月22日，网格员成思思在茶
花北路走访独居老人时便发现刘纯钢和
刘细霞家的私房存在安全隐患，并第一
时间将情况上报社区。

街道党工委委员施建和社区党委书
记金冬梅到现场了解情况后，当即劝说
刘爹爹转移。

没想到，刘爷爷一口拒绝：“这房子我
们住了几十年，安全得很。再说，我家里
还有这么多东西往哪里搬？反正我不
搬！”

为了让老两口安心转移，社区联系
其子女说明原因，邀请他一起上门进行
劝说。“生活物资我们来搬！马上下大
雪，随时有危险！”施建从老房子现状的
安全性、近期冻雨天气情况等方面动之
以情、晓之以理，劝说爹爹转移。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劝说，刘爷爷终
于同意搬离，大家共同帮助爹爹将部分

重要物品打包转移到其子女的另一处闲
置单元房。

谁知第二天中午网格员巡查发现，
刘爹爹两人又回到茶花北路，社区党委
书记金冬梅和网格员只能再次劝说，因
当天积雪已经达十公分以上，社区网格
员成思思和其他同事三人只能步行2个
小时将老人送至最近的酒店暂时安置。

连日来，为了让两位老人放心，社区
网格员每天都会到茶花北路刘爹爹家进
行查看，并以电话沟通形式询问他们的
身体状况、汇报房屋情况。“你们都是好
人，给你们添麻烦 了。放心，这次我们就
不再搬回去了，大家都安心哈。”刘爷爷
笑着说。

冰雪天气以来，岔路口社区19名网
格员和小区党支部党员先后在辖区摸排
处置安全隐患14处，转移并安置居民4
人，并安排专人对每一处隐患点进行全
天候盯防，全力确保辖区居民生命财产
安全。

安置老人 服务社区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吴静红

近年来，市医疗

保障局深入推进智

慧医保建设，聚焦群

众关注度高、涉及范

围广的医保服务需

求，扎实推进医保码

全流程应用、医保移

动支付、异地就医联

网结算等便民场景

应用，为广大参保群

众提供更智能、更便

捷、更高效的医保服

务，以优质服务回应

群众的期盼。

“刷脸”支付
迎“面”而来“码”上结

“往那一站，不用做任何动作，一分
钟不到就拿到了挂号单，真方便。”2月
28日上午，章先生因急性咽喉炎到咸安
区温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结算柜台挂号
配药，没想到，不用拿出手机、不用刷医
保卡，只需面对柜台前的一个刷脸设备
屏幕，短短几秒钟就完成了医保支付。

记者发现，不光章先生，还有几名
患者也在医院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通过
刷脸完成了医保结算。

市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市民中已经申领到医保码的患者在
就诊时，无需携带身份证、社保卡等实体
卡，也无需掏出手机出示医保码，刷脸即
可完成门诊看病开药、住院、出院费用结
算等医保相关业务，尤其对于老年人或
者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患者，刷脸享受
医保服务，着实让看病方便了许多。

除了医院，市医疗保障局也为药店

都配备了刷脸设备。但不少市民对药
店的刷脸支付存在疑虑，“刷脸就能扣
医保？”“费用是从我的医保卡扣还是从
微信、支付宝扣呢？”

面对疑问，湖北高济明联医药商场
工作人员耐心解答。“不用担心，跟您平
时使用医保卡购药是一样的。”在工作
人员的不断解释下，主动要求刷脸支付
医保的顾客也越来越多。

市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说，医保
业务综合服务终端是按照国家医保局
相关管理规范，对医保参保人的人脸信
息进行采集的。相关数据全部通过医
保业务专网传输，与国家医保局信息平
台交互完成身份认证。“刷脸”服务采用

“人脸识别+实名+实人”安全核验技术，
能够有效保证个人信息和医保基金安
全，相比传统的刷卡或手机支付结算方
式，具有更高的便利性和安全性。

电子处方
就医购药更便利

“真的太方便了，这下我就可以直
接在家附近的药店取药了。”3月6日，
参保职工朱女士在咸宁麻塘中医医院
开出电子处方后，成功通过湖北省医保
电子处方中心线上流转至主城区一家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实现在医院看病开
方、药店快速取药、医保即时结算。

去年，全市医保定点医药机构正
式接入省医保平台的电子处方中心，
实现我市医保外配处方从“传统纸质”
走向“数字化”。

同时，电子处方流转依托医保码
进行实名认证，医疗机构处方信息与
药店药品销售信息互联互通、实时共
享，处方流转全程可溯源，可精确管理
开方机构、开方医师、审方药师及流转
药品信息，有效保障患者的用药安全，
为医保基金监管提供信息化支撑，为

保障医保基金安全添砖加瓦。
目前，我市已开通咸宁市中心医

院、咸宁市中医医院、咸宁麻塘中医医
院等电子处方流转应用的医疗机构
104家，开通湖北高济明联医药商场连
锁有限公司、国药控股咸宁有限公司、
咸宁麦德信药房有限公司等电子处方
流转应用的定点零售药店622家。

此外，参保患者已在全市103家定
点药店使用了电子处方购药，累计使
用电子处方409张。

市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局将全面推进门诊统筹、门诊慢特
病、双通道药品结算范围的定点医药
机构接入医保电子处方中心，确保医
保电子处方的使用全流程可追溯，为
我市参保人员提供医保购药线上线下
全覆盖服务。

“机”智服务
自助便民不打烊

“上次买完药账户里好像没钱了，
这个月也不知道上没上账，这会儿刚
好有空，在这里查一下。”3月7日，市民
之家一楼C区自助服务区，市民朱女士
在等待办理银行业务的时间，使用大
厅内的医保自助服务一体机查看自己
的医疗账户收支明细。

为改善群众就医服务体验，市医
疗保障局在市民之家、街道办事处、农
行网点投用了医保自助服务一体机。
参保人可使用医保码或身份证通过医
保自助服务一体机查询异地就医备
案、医保缴费消费、医保个账收支、医
保经办机构、医保定点医药机构、医保
待遇政策等各类信息，还可提供参保
凭证和权益清单打印业务，支持异地
就医业务备案、家庭共济账户管理等
业务自助办理。

“医保自助服务一体机的上线，在
一定程度上分担了窗口的人流量，有
效地提升了参保人办事的便利度和满
意度。”医保窗口工作人员说，与传统
的服务模式相比，医保自助服务机实
现了“窗口式、面对面”传统服务向“自

动化、智能化”自助服务的转变。
在减轻窗口业务压力的同时，也

有效地缓解了以往“窗口排队久、人工
办理慢”的问题，大大缩短了办理时
限，提高了业务办理效率。

目前，市直已投入使用自助服务
终端4台、嘉鱼县已投入使用10台、赤
壁市已投入使用4台、崇阳县已投入使
用2台。

“我们还推行‘首席服务员’制度，
遇到行动不便、无家属陪伴的老人等
服务对象，按照谁接待、谁负责的原
则，跟踪协助办理各项医保业务手续，
确保患者或家属一次办结相关业务。”
市民之家医保窗口“首席服务员”黄昱
华说，他们通过选配理论素养高、责任
心强、协调能力优、业务水平精的专业
人员担任“首席服务员”，打破行政职
级，赋予“最专业的人最高效的审批
权”，以最大限度压缩审批过程中层层
汇报请示、逐级领导签发等传统流程，
实现审批效率的最优化，让患者“少跑
腿”，让数据“多跑路”，真正把时间还
给患者。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雷锋精神。3月
2日上午，咸宁市香城学校的孩子们通过
义卖的方式来筹集善款，帮助社区独居
困难老人，感受“帮助他人，快乐自己”的
正能量精神。

当日，香城学校小学党支部开展“小
小雷锋在行动 义卖情暖夕阳红”社会实
践志愿服务和公益行动。

为了此次义卖活动，香城学校四至
六年级的师生们提前准备，拟订好自己
年级要义卖的物品，四年级卖小商品，五
年级卖水果，六年级卖热饮，孩子们自己
动手设计广告牌、广告语。

“瞧一瞧，看一看，走过路过不要错
过！”“物美价廉，快来选购！”“来来来，水
果便宜卖啦！”“这里有热腾腾的银耳汤，
大家快来尝一尝……”早上八点左右，不
少摊位已经支棱起来了，活动现场热闹
非凡，“小老板们”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大
家使出浑身解数，卖力地推销自己年级
的物品，他们热情高涨、各出奇招，吸引
了许多顾客，路过的爷爷奶奶和叔叔阿
姨们纷纷前来购买，摊位上的物品很快
就一扫而空。

“这个活动让我领悟深刻，知道了什
么是雷锋精神，什么是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香城学校学生杨舒雅开心地说道。

“通过这个义卖活动，让我们深刻感
受到了赚钱不易，并且锻炼了我们的胆
量和沟通能力，我感到这次活动很有趣、
非常有意义。”香城学校六年级学生蒋炫
博表示。

据悉，整场义卖和捐款共得善款1560
余元，孩子们将获得的钱拿到超市去买了
油和米，并在社区人员的帮助下，拿着自
己辛苦赚来的钱，将买的油、米物资送到
了社区困难老人家里，表达了对他们的关
心与问候。

据悉，此次活动大力弘扬倡导“学习
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的志愿服务
精神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服务理念，通过开展社会实践志愿服务
和公益行动等，引导未成年人和广大市
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服务中
提升素质，努力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活
动常态化建设，将雷锋精神融入日常，化
作经常，以实际行动续写新时代雷锋故
事。

帮助他人 快乐自己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余婷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晏雄伟 徐宁

码上医 咸宁医保好用更智能
助残就业在行动

本报记者 朱亚平 通讯员 程懿君

“家门口就能就业，对于我们残障人士来说，无
疑是最大的福利。”3月2日，赤壁籍残障人士小李接
到了应聘单位的录取电话高兴地说。

2月18日，小李和其他残障人士一起，来到赤
壁市残联开展的“温情送岗位 春风暖民心”活动现
场找工作，他先后在两家用人单位进行了面试，也
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残疾人朋友答疑解惑，
提供就业政策、法律咨询等服务。三天时间，活动
共接待残疾人就业咨询40余次，送发宣传单80多
份，有34家用人单位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76个。

近年来，赤壁市残联促进辅助性就业、灵活就
业和基于互联网的各种新业态就业，促进公益性岗
位安置结合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推动机关事业
单位、国有企业等带头招用残疾人。

温情护学伴成长
本报记者 方达星 通讯员 阮文玉

3月5日上午，咸宁市直属机关幼儿园二园的小
朋友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给咸宁交警支队城区大队的
交警叔叔送上了自己精心准备的手工贺卡和小红花，
感谢他们长期以来的温情护学。

“谢谢警察叔叔，你们辛苦了。”孩子们一边说，
一边用稚嫩的小手为交警叔叔们带上精心准备的小
红花。

带队老师表示，他们总能看到交警在学校门口
疏导交通，保证师生安全，而且不管刮风下雨都会在
路口上守护大家的平安，感觉执勤交警很辛苦。

“感谢市机关幼儿园师生对交警护学工作的认
可，孩子们的安全就是最好的礼物。”该大队负责人
说，“我们将不负辖区学校师生及家长期望，一如既往
地站好‘护学岗’，撑好‘平安伞’，全力以赴做好学校
周边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为孩子们的出行营造畅通、
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