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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就医结算还需完善制度

◎热点聚焦

随着我国进入全民医

保时代，异地就医有“保”

可“报”，成为许多流动人

员的心愿。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 财政部日前明

确了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

时间表： 在2016年底基本

实现医保全国联网的基础

上，2017年开始逐步解决

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住

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年

底扩大到符合转诊规定人

员的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

用直接结算。

医保“漫游”的目标已

经喊了多年， 但却迟迟难

以实施，缺的不是技术。目

前， 我国社会保障卡持卡

人数已超过9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的

“互联网+人社”2020行动

计划， 明确将强化社保卡

的银行账户功能， 支持各

类缴费和待遇享受应用。

从这个角度说， 提高包括

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保“便

携性”，在技术上并不存在

难以逾越的鸿沟， 最大的

障碍还在制度层面。

应该看到， 跨省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涉及政策措

施、管理体制、标准规范、

运行机制以及信息系统建

设等诸多内容， 哪一个环

节出了问题， 都会直接影

响整体功能实现。 考虑到

异地就医患者群体数量庞

大， 解决异地就医结算面

临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

分级诊疗模式尚未完善，

医保基金支撑能力比较有

限等困难， 解决异地就医

问题的过程不会一步到

位、一蹴而就。相关部门还

要进一步完善周转金、分

级诊疗制度， 医疗服务监

管等政策， 避免因过分强

调就医和结算的便利性而

加剧就医人员向医疗发达

地区过度集中， 影响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的长期可持

续发展。

文/韩秉志

呼和浩特市环卫局近

日接到市民举报，称位于巴

彦淖尔路大桥南面南湖湿

地公园西侧地段，有建筑单

位偷倒大量建筑垃圾。市环

卫局工作人员前去核实信

息后，得知该路段不属于环

卫日常保洁范围，但环卫局

依然决定清理这些垃圾，截

至1月4日，该路段积存垃圾

得到了彻底清理，整体环境

卫生状况大有改善。（1月5

日《北方新报》）

细读这条新闻， 不难

看出这个卫生死角形成的

过程， 先是有建筑单位开

了个坏头， 在南湖湿地公

园西侧地段偷倒建筑垃

圾， 然后周边居民也纷纷

“响应”， 生活垃圾也开始

堆积， 于是这里就彻底成

为一个垃圾死角， 这是典

型的破窗效应。可以说，首

府大多数垃圾死角都是这

么形成的， 最终都是由环

卫部门仗义出手， 于年终

岁末进行大规模的清理整

治， 可是却一直难以摆脱

治标不治本的怪圈， 来年

很多垃圾死角又会死灰复

燃，“善后” 的依然是环卫

部门。 环卫部门的所作所

为固然值得点赞， 但是环

卫部门的日常任务已经够

繁重了， 不应该再进行这

样的重复劳作，因此，还需

要相关部门在管理上下功

夫， 不让建筑垃圾轻易落

地， 不让垃圾死角随便形

成。其他地区的事例说明，

“垃圾不落地”并不是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 只要宣教

与监管共同发力， 这个目

标应该能够实现。

建筑垃圾不能只靠义务清理

文/若水画/沈海涛

◎画里话外

据《北方新报》报道，乌兰察布市凉城县的刘瑾萱

到呼和浩特市办事，回酒店的途中路遇一名焦急万分

的男子和他病重的妻子。 为了让病人得到及时救治，

刘瑾萱一路上连闯几个红灯，将病人送至医院。事后，

交管支队称，此事可申请行政复议。

法与情兼顾，挺好！

文/李元

又是一个法与情如何兼顾的事例。类似的事情在国

内许多城市都出现过，并多次引起热议。既然此事涉及到

法与情两个方面，那么不妨就从这两个方面逐一分析。

先说法。法律的权威不容侵犯。民用车辆与急救

车、消防车等特种车辆不同，前者没有紧急情况下闯

红灯的特权。所以，对于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法

进行处罚是没错的。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虽然救人是

好事，但出于善意的目的违法，则是不应该提倡的。

再说情。对素不相识的人伸出援手，这种行为充满了

正能量，值得称赞。救人者的相关权益应该得到保障，如果

助人为乐和见义勇为给自己带来的只有各种麻烦和痛苦，

那只会让好心人寒心，让社会的诚信和友善受损。大家都

不敢当好人，不敢做好事，这同样很可怕。所以，交管部门

称刘瑾萱可申请行政复议， 也就为她免于处罚提供了可

能。从这一点说，在此事中，法与情做到了兼顾，挺好。

我们现在只希望，被救助的病人和家属能够及时

站出来，帮助刘瑾萱做好相关证明，让好心人欣慰，也

为社会增添一丝温情。

别让证据难住好心人

文/南木

近些年，国内屡屡曝出为救人闯红灯的新闻。一面

是爱心的体现 ，一面又是确凿的违章，这种情与法的碰

撞如何调节呢？ 其实，《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

序规定》中早有说明：有证据证明救助危难或者紧急避

险造成的，违法行为信息应当予以消除。照此，刘瑾萱就

不应该为自己做了好事付出代价。可麻烦就麻烦在证据

上，事发时刘瑾萱可能因紧张忘了这码事或者不知道相

关程序，没有记下患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更没有向对

方和医院索要证明材料。现在，连记者帮助查询也没结

果， 让她一个外地人自己去找人找证据， 实非易事。当

然，通过媒体的呼吁，在微信朋友圈转发消息，被救者可

能会主动现身说明情况。但万一不起作用怎么办？

如果刘瑾萱的闯红灯消除不了， 难免会给社会上

传递出“好人难做”“好心惹麻烦”的不良信号，让人在

面对危急情况时心存犹豫甚至排斥，不愿伸出援手。刘

瑾萱确实无能为力的话，交管部门就应从人性化办案、

匡扶风气的角度出发，帮助刘瑾萱寻找证据。协调医院

找人，调查事情过程，对于警方来说，难度并不大。这不

仅是还了刘瑾萱一个公道，更是还了社会一个公道。

据《北方新报》报道，

作为蒙医药的发祥地，锡

林郭勒盟借助“加快民族

医药”发展的东风，在医改

中充分发挥蒙医药的民族

特色和优势， 确立了蒙医

药发展的新理念。

蒙医药文化历史悠久，

博大精深，堪称民族医药瑰

宝。它的神奇与魅力历久弥

新， 日益受到广大患者青

睐。 但在光彩夺目的背后，

民族医药的全面发展也存

在着很大的制约因素。正如

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院长

斯琴巴特尔忧心的那样，因

老蒙医去世后继无人某些

奇技就此失传， 多数只有

“口承” 文化让蒙医的传承

颇有不便，而很多祖传名医

没有学历，也没有执业医师

证， 采用传统的师徒制授

业，在正规化建设上落后于

时代要求。有这些不利因素

附着，民间蒙医疗法的发展

之路，就显得步履蹒跚了。

如何才能打好蒙医药

这张牌？ 在坚持自己特色

的同时， 必须脱离低层次

运作轨道， 与时代发展相

契合。打破封闭循环状态，

纳入到正规的医疗体系当

中来，才能走得更稳，飞得

更高，真正实现发扬光大。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

物普查工作于2016年底全

部完成，我区文物总量由50

万件（套）增加到100多万件

（套），文物收藏总量名列全

国各省自治区前列，成为名

副其实的文物大区。（1月4

日《北方新报》）

一件件文物是老祖宗

留给我们的文化珍宝，应

该有尊严地“活”着，因为

时间不等人， 岁月的洗礼

已让文物一步步走向风烛

残年， 唯有与紧迫的时间

赛跑， 把保护工作做到极

致， 才能完整地把它交给

未来、交给我们的下一代。

相关部门要尊重文物

的内在规律和保护原则，

顺着“真实性保护、整体性

保护、 发展中保护” 的思

路， 促进文物保护与利用

的平衡。同时，科学的评估

体系、 定期的检查机制和

严格的监管手段尤为重

要， 应把简单的“严格保

护”升级为“严密呵护”，通

过强化监管、 问责和惩戒

力度，做好保护工作。

文物是全社会的共同

财富， 需要每一个人担当

起呵护和传承的责任。当

下， 首府人对文物的命运

高度关注， 对保护有着极

大的热情。 我们要珍惜公

众的这种保护热情， 尊重

公众的这种监督权利，这

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好文

物。 诚如故宫博物院院长

单霁翔所言，“只有当地居

民倾心地、 持久地自觉守

护，才能实现文化遗产应有

的尊严，有尊严的文化遗产

才具有强盛的生命力。”这

就要求我们把文物保护的

专业性与公众的参与性结

合起来， 建立更加透明、民

主的决策程序和公开制度，

让公众全程参与到文物保

护各个环节中来。

让文物有尊严地“活”着

文/徐剑锋

◎网友发言

蒙医药传承要契合时代发展

文/北风

◎读者热评

◎观点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