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个人报销到家庭共济，门诊报销范围拟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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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20多年的职工医

保制度即将迎来重大变

革。国家医疗保障局日前

就健全职工医保门诊共济

保障、改革个人账户，向全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拟启动的职工医保门

诊共济保障改革会带来哪

些变化？哪些人群会受益？

医保专家及业内人士带你

看门道。

看懂两个数字：2%和

50%

此次改革的征求意见

稿，提出了3项核心举措：

增强门诊共济保障功能、

改进个人账户计入办法、

规范个人账户使用范围。

这些措施要实现的目标就

是：增强职工医保的门诊

保障能力、减轻门诊费用

负担。

怎么做到？中国劳动

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王宗凡概括为：一调

一扩，一建立一提高。

“一调”指的是调整职

工医保个人账户计入政策。

根据征求意见稿，改革后的

在职职工个人账户的计入

标准原则上控制在本人参

保缴费基数的2%以内；退

休人员个人账户划入额度

按所在地区改革当时基本

养老金2%左右测算。

改革前，职工医保个

人账户是由个人缴费（按

个人缴费基数2%缴费）的

全部和单位缴费（按工资

总额的6%左右缴费）的一

小部分构成的。改革后，个

人账户计入变成个人缴费

基数的2%。按照改革的思

路，这意味着参保人个人账

户现有的钱不变，未来由个

人缴纳的份额也不变，变的

是原本由单位缴费划入个

人账户的那一部分。

那么，由单位缴费划入

个人账户的部分到哪里去

了呢？答案是：用作门诊共

济。它带来最直观的好处就

是“一提高”——普通门诊

的保障力度提高了。

根据征求意见稿，普通

门诊统筹拟覆盖全体职工

医保参保人员，支付比例从

50%起步，随着基金承受能

力增强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待遇支付可适当向退休人

员倾斜。

50%应如何理解？王宗

凡说，50%的报销比例是基

本医保对百姓的起点承诺，

将来这一比例还会逐步提

高。

从表面上看，改革带来

的变化是参保人当期新计

入个人账户的钱减少了，但

这笔钱并没有“丢失”，而是

用来加强门诊保障。从长远

看，参保人待遇是逐步提高

的，特别是生病的时候保障

会更好，且并不新增单位和

个人缴费。

实现新旧转接：从个

人到家庭，从住院到门诊

医保管的是百姓的

“救命钱”，其制度设计的

核心就是互助共济。但是，

现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在

功能上更多还是个人报

销，做不到共渡难关，甚至

一个家庭之间成员也不能

共享，因此“遇事兜不住，

无事就沉睡”。

“改革就是要回归医

保互助共济的本质，实现

个人账户新旧使命的转

接。”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

事学院教授仇雨临说。

因此，此次调整坚持

平稳过渡、合理转换等原

则，对已有的个人账户功能

予以保留并作出扩充：除本

人外，还可用于支付配偶、

父母和子女的门诊费用，及

药店买药、买医用耗材等，

并探索用于配偶、父母、子

女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等个

人缴费。

专家指出，职工医保参

保人数约3.29亿人，一旦个

人账户实现家庭共济使用，

惠及人群将更广，发挥的作

用也更大，未来还可延伸到

更多与医保相关的领域。

当前，我国基本医保制

度主要以住院等“大病”保

障为主，各地建立的门诊保

障也集中在重、大、特、慢病

等按病种付费保障，按人头

付费的普通门诊保障远远

不足。

对此，改革也有部署：

“一建立”指的是建立以费

用为基础的普通门诊统筹，

从高血压、糖尿病等群众负

担较重的门诊慢性病入手，

逐步将多发病、常见病的普

通门诊医疗费纳入统筹基

金支付范围，以促进门诊

“小病”及时发现、及时治

疗，减少大病、重病及住院

的发生；“一扩”指的就是逐

步扩大职工医保门诊慢特

病的病种范围，探索将部分

治疗周期长、对健康损害

大、经济负担重的门诊慢性

病、特殊疾病医疗费纳入统

筹基金支付范围。

王宗凡说，为应对疾病

谱变化、人口老龄化等新挑

战，职工医保制度应当从重

点保大病、保住院向保小

病、保门诊延伸，最终实现

既保大也保小，住院和门诊

保障相均衡。

地方效果如何？推动基

层慢病管理

经有关测算，2018 年

我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人

均积累额只有 2300 元左

右，但当年职工医保人均

住院费用已超过1.1万元。

另一方面，我国职工医保

的 住 院 率 从 2012 年 的

13.5%快速上升到 2018 年

的18.3%。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说，这

显示出个人账户的积累保

障功能有限，很难缓解生

病时或老年后的高额医疗

费用负担，且未能发挥应

有的约束功能，参保人在

就 医 时 倾 向 于 住 院“ 挂

床”，造成医疗资源和医保

资金的大量浪费。

从 2011 年起，新医改

标兵福建省三明市就开始

探索建立门诊共济保障制

度。64 岁的退休职工老杜

是“老三高”，病不离身，药

不离口，划到个人账户的

钱每年都不够用。“改革后

虽然划进来的钱变少了，

但门诊医药费能报销大部

分，实际算下来个人负担

却比以前少多了，合算！”

老杜说。

2016年，三明市再次调

整了个人账户划拨，上调共

济报销待遇，降低普通门诊

的起付线，门诊特殊病种的

种类增加近一倍，病种年度

报销费用也不同程度地提

高。但也有人担心，门诊量

会不会大增，基金开支会不

会水涨船高？

“实际效果是，原先因

为没有门诊统筹而发生的

过度住院减了下来，而门

诊费用支出更加规范，杜

绝了浪费、套现等违规现

象。”三明市医疗保障基金

管理中心主任陈秀娟说，

医保资金使用效率整体是

提高的。

目前，北京、上海、浙

江、广州、青岛、厦门等地

已相继实施了职工医保门

诊共济保障，开展了职工

医保个人账户改革与门诊

费用统筹的探索。

多位专家表示，从这

些地区的效果看，健全门

诊共济保障也是推动人们

就医行为改变、落实分级

诊疗的重要举措之一，从

长远看有利于激励基层提

升慢病和健康管理水平，

更好保障人民健康。

（据新华社报道）

粉润香甜、汁水丰富

的桃子，是很多人心里最

美的夏秋之味。然而也有

不少人觉得“现在的桃子

不好吃了”。

桃是中国本土水果，

已经与中国人相伴数千

年。如今人们为什么难觅

好桃？桃产业发展中哪些

是共性问题？记者日前进

行了采访。

从育种到运销，全产

业链都有短板！

一个半月前，河北省

深州市良桑繁殖场场长张

九青在江苏省无锡市阳山

镇选购了32盒八成熟的水

蜜桃，快递到后发现坏了

近半。而几乎同时，在北京

市西城区的范阿姨家，网

购的两盒水蜜桃即使放了

一周后还“不服软”。

想吃到“状态最好”的

水蜜桃，为何有时不容易？

国家桃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科学家、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研究员姜全说，长期以

来过度追求产量而忽视品

质是根本原因，一系列问

题仍有待解决：

——在品种选育和改

良方面注重丰产、耐储运

等特点，而把桃的香味等

特质“改丢了”。

—— 种 植 者 习 惯 以

“大水大肥”方式种大果，但

果实品质和风味下降了。

——对于中间商、超

市等流通环节，熟果不易

储运，农民也希望通过早

摘降低风险。

江苏有位桃农告诉记

者，通常桃农给二线城市

发货是七成熟，给一线城

市发货则是近八成熟，超

过八成熟的只能客户现场

提货，“最好吃的桃子在果

园”。

重产量轻品质、过早

采摘、生鲜电商成本过高

等，不只是桃的生产和流通

所独有的问题，某种程度上

说，这是目前许多水果产业

的“通病”，需要在产业链的

各个环节齐发力。

如何恢复“四大名桃”

往日光芒？

近日，在深州蜜桃创

新驿站的展台前，一个个

淡黄透红、形似寿桃的大

蜜桃，引来参会的各地专

家纷纷品尝，其甜度和口

感收获了不少赞叹。

“南方水蜜桃切开后

通常汁水直流，而深州蜜

桃切开后可以看到表面有

蜜汁渗出来，糖度在 20 度

以上。”姜全说。

桃子自我国起源并传

播到世界各地。“奉化水蜜

桃、阳山水蜜桃、深州蜜桃

和肥城佛桃是我国四大传

统名桃，据考证，规模栽种

历史短的有800多年，长的

有 2200 多年。”姜全说，四

大传统名桃的共同特点是

同时具备大、香、甜、水、少

酸的特点。

近年来，传统名桃面

临品种退化、桃园老化、采

后贮运困难及抗病虫能力

差等问题。为了加强保护、

推动优势产区发展，2019

年浙江宁波市奉化区水蜜

桃研究所、江苏无锡市惠山

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河

北深州桃产业技术研究姜

全专家工作站、山东肥城市

肥城桃研究所成立了中国

传统名桃共同体。

“现代的育种方式在

单一方面都能育出表现卓

越的品种，但同时在‘香、

甜、水’等几个方面都优秀

的还很少。”姜全希望通过

进一步发掘和利用传统名

桃种质资源，用现代技术

加强古树保存和名桃保

护，推动优势产区合作，让

更多消费者吃到好桃。

留住传统好味道

如何让香甜多汁的水

蜜桃离消费者更近？各环

节正发生着变化。

在江苏，阳山水蜜桃

产业提升三年行动计划自

2017 年实施。国家桃产业

技术体系南京试验站站长

宋宏峰说，通过优质水蜜

桃全程绿色高效生产技术

集成与推广，项目区每亩

优质水蜜桃产量比常规技

术区增加约1.4倍。优质果

多了，人们吃好桃的机会

也增加了。

“糖度是好桃的一个

重要指标。今后我们要探

索成立可以鉴定糖度的社

会化服务组织，并按照糖

度分级收购，在超市也要

推动标识糖度，既方便消

费者选购，也可以实现优

质优价。”姜全说。

优势产区专家们表

示，江浙水蜜桃多在7月上

市，华北蜜桃多在8月底9

月初成熟，下一步传统名

桃共同体计划联合发展专

业冷链物流，探索实现南

北互济，使消费者在7~9月

都能吃到口感很好的水蜜

桃。 （据新华社报道）

桃子为啥越来越不好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