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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
人工智能】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人
工智能的一个分支，是基
于算法、模型、规则生成文
本、图片、声音、视频、代码
等内容的技术。这种技术
能够针对用户需求，依托
事先训练好的多模态基础
大模型等，利用用户输入
的相关资料，生成具有一
定 逻 辑 性 和 连 贯 性 的 内
容 。 与 传 统 人 工 智 能 不
同，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
能 够 对 输 入 数 据 进 行 处
理，更能学习和模拟事物
内在规律，自主创造出新
的内容。

【新就业形态】

新就业形态是指伴随
着互联网技术应用和数字
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工作模
式，如依托互联网平台就
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
驾 驶 员 、互 联 网 营 销 师
等。新就业形态具有劳动
关系灵活、工作内容多样、
工作方式弹性、创业机会
互联等特点，对于扩大就
业容量、调节劳动力市场
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对
提升就业质量、加强劳动
者权益保障提出新要求，
既应该鼓励发展，也需要
对其进行规范。

【紧密型医联体】

紧密型医联体是指通
过建立一定区域内部分医
疗 机 构 之 间 分 工 协 作 机
制、双向转诊机制和激励
约 束 相 容 的 利 益 共 享 机
制，推动人员、技术、服务、
管理协同共享，提升基层
能力，建设责任、管理、服
务、利益的共同体，实现相
关医疗机构间医疗服务和
管理的一体化运作，促进
医疗资源共享共用，提高
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保
障运行发展可持续，为人
民群众就近就便提供更加
公平可及、多层次、系统连
续的医疗卫生服务。

（选自《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
问》）

读
懂
全
会
《
决
定
》
中
的
这
些
名
词
（
七
）

党 的 二 十 届
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决定》中出
现的这些名词，让
我们一起来学习。

本版内容均据新华社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新华解码

意见提出，推动落实出生医学证
明、户口登记、医保参保、社会保障卡
申领等“出生一件事”集成化办理，简
化手续，优化流程，促进监护人为新
生儿在出生当年参保。

国家税务总局社会保险费司司长郑
文敏表示，将在实现医保申报、缴费等基

本事项全面线上办理的基础上，

把银行扣款协议签订、个人缴费信息查
询等关联事项纳入“网上办”“线上办”。

为更加方便参保人员就近享受医
疗服务，国家医保局和国家卫生健康
委联合发文提出，2024年年底前，符合
条件的村卫生室都将纳入医保定点管
理，实现医保服务“村村通”，方便群众
就近就医。 （彭韵佳 田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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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1日公布《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意见部署了哪些参保新举
措？将从哪些方面保护参保人权益？在当天举行的国务
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卫生健
康委、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回应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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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李峰 作

意见提出，推动外地户籍中
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在常住地参
加居民医保；超大城市要取消灵
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
态人员在就业地参加基本医保
的户籍限制；鼓励大学生在学籍
地参加居民医保。

“绝大部分城市已经取消了参

保的户籍限制，群众持居住证或者
满足一定年限以后就可以在常住
地参保。”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
波介绍，取消参保户籍限制，将进
一步助力新型城镇化取得新成效。

此外，在现行政策下，灵活
就业人员可以参加职工医保，也
可以参加居民医保。

意见明确，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用于支付
参保人员近亲属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及已
参保的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
个人自付医药费用。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
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
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此外，共济地域进一步扩大。”黄华波说，力
争今年年底前共济范围扩大到省内的跨统筹地
区使用，明年加快推进跨省共济。

根据意见，对连续参加居民医保满 4 年的
参保人员，之后每连续参保 1年，每年可提高大
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不低于 1000元。

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司长樊卫东介绍，
如果中断参保，前期连续参保积累的年限自动
清零，再参保时，年限需要重新计算。前期积累
的奖励额度继续保留。

在完善待遇政策方面，意见明确，有条件的
地区可将居民医保年度新增筹资的一定比例用
于加强门诊保障。

“自从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建立以来，财政补
助一直占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收入 60%以上。”财
政部社会保障司负责人郭阳介绍，2024年城乡
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再增加 30元，达到每人
每年 670元。

意见提出，对当年基金零报销的
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次年可提高大病
保险最高支付限额。居民发生大病
报销并使用奖励额度后，前期积累的
零报销激励额度清零。

根据意见，连续参保激励和零报
销激励，原则上每次提高限额均不低

于 1000元，累计提高总额不超过所在
统筹地区大病保险原封顶线的 20%。

樊卫东举例说：“如果一个地区
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
是 40万元，那么激励机制‘奖励’后可
以提高 8 万元，即大病保险最高支付
限额累计是 48万元。”

意见提出，自 2025 年起，除新生
儿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
中参保期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
员，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 3 个
月；其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 1
年，原则上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
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 1个月。

此外，参保人员可通过缴费修复

变动待遇等待期，每多缴纳 1 年可减
少 1 个月变动待遇等待期，连续断缴
4 年及以上的，修复后固定待遇等待
期和变动待遇等待期之和原则上不
少于 6个月。

“在等待期里发生的医疗费用，医
保将不予报销。”樊卫东说，为维护个
人医保权益，建议大家按时参保缴费。

看点一

进一步放开放宽参保户籍限制

看点二

扩大职工医保
个人账户共济范围

看点三

居民医保连续参保人员
提高大病保险封顶线

看点四

基金零报销有激励

看点六

提供便捷化参保缴费等服务

看点五

设置固定和变动待遇等待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