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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提出，普通门诊统筹覆
盖职工医保全体参保人员，政策
范围内支付比例从 50%起步，随
着医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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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估算，这一项制度可以
为退休人员减轻门诊费用负担近
1000亿元。”樊卫东说。

陈金甫介绍，建立普通
门诊统筹，逐步将门诊里多
发病、常见病纳入医保统筹
基金报销；加强慢性病、特殊疾病
的门诊保障，将费用高、治疗周期
长的疾病门诊费用也逐步纳入医
保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同时，除
了在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参保人
可以持医院外配处方在定点零售

药店结算和购药，符合规定的纳
入统筹基金的支付范围，相应的
定点零售药店也将纳入。

陈金甫表示，各地要结合本地
实际，细化政策规定，通过3年左右
过渡期实现改革目标。 据新华社

4月 14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会
上，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省扶贫办、省财政厅、
省自然资源厅、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等相关单位
负责人深入介绍并解读我省《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方案》《关于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及

《关于支持农业高质量高速度发展推进乡村产业振
兴若干政策措施》等 3个重要政策文件内容并回答
记者提问。

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刘志杰介
绍了 3个文件的起草背景、主要内容以及我省“三
农”工作的主要思路和重点工作。刘志杰表示，3
个文件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贯彻中央
精神山西化、方案化、责任化，立足当前兼顾长
远，是落实今年任务的“施工图”，也是“十四五”
时期“三农”工作的“任务书”。

省委农办相关负责人围绕确保粮食安全和
生猪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推动“特”“优”农业
发展方面的具体安排等，介绍了我省保障耕地数
量质量，加强种子“保”“育”“建”“管”，做好整体
规划、推进“三大战略”“五大平台”、聚焦十大产
业集群发展“特”“优”农业的具体举措。

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围绕做好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确保不出现规模
性返贫介绍了 6个方面的主要工作，围绕我省乡村
建设行动思路介绍了统筹编制村庄规划、强化农村
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
动、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等 4个方面的
举措。

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围绕财政投入支持巩固
拓展脱贫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介绍了进一步
完善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政策体系、进一步健全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保障机制、有效衔接财政支持巩固拓
展脱贫成果政策、全面实施预算资金绩效管理等相
关举措。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围绕“十四五”
我省金融机构如何加大信贷投入，创新金融产品、
服务模式，更好地发挥服务“三农”作用等，从优化
区域金融供给，加大涉农信贷投入；优化金融生态，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两个方面发力，提出创优涉农金
融环境、创新涉农金融服务、加大涉农金融支持等
政策要求，为全省“三农”事业实现高质量高速度发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政策支撑。

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人围绕如何完善农
业农村用地保障机制，确保设施农业、乡村产业
发展、乡村建设等方面合理用地需求等，具体介
绍了加强用地计划支持、有效盘活存量用地、支
持脱贫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易地
交易、持续优化审批流程、保障设施农业发展等
方面的举措。 （郭燕杰）

4 月 25 日，记者从省医保局
获悉，我省将维得利珠单抗等 30
种国家谈判药品增加纳入门诊
特药范围。调整后，共有 95种药
品按门诊特药管理，可用于恶性
肿瘤、罕见病（肺动脉高压、肌萎
缩侧索硬化、克罗恩病、尼曼匹
克病、多发性硬化、肢端肥大症
等）、传染病（乙型肝炎、丙型肝
炎、结核、艾滋病等）、类风湿关
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黄斑变性、
精神病、特殊皮肤病等多个病种
的治疗。今年新增纳入门诊特
药的药品，从 5 月 1 日起执行相
应待遇。

另外，根据两年多来的实际
运行，我省对不适合门诊特药管
理的罗沙司他等 4 种药品，不再
按门诊特药管理，纳入门诊慢性

病（大额疾病）用药范围。调整
后，共有 28种药品纳入门诊慢性
病（大额疾病）用药范围。其他
谈判药品按普通乙类药品管理。

省医保局要求，医保定点医
疗机构应当根据医保服务协议
及时配备、合理使用谈判药品，
确保参保患者在定点医院能买
到门诊特药。承担门诊特药服
务的定点医疗机构必须配备相
应的药品，确保患者门诊购药使
用；对长期不配备特药的定点医
疗机构，取消其特药服务资格。

为进一步方便患者用药资
格鉴定和门诊开药，我省降低特
药定点医疗机构等级要求。除
国家有特殊规定的外，抗肿瘤靶
向药、罕见病、特殊传染病的用
药资格鉴定须在三级医疗机构

进行，取得资格后患者在二级及
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即可开具处
方。这三类药以外的其他特药
均可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进
行 患 者 用 药 资 格 鉴 定 、开 具 处
方。同时，适当增加门诊特药责
任医师数量，原则上每个承担门
诊特药服务的定点医院临床科
室应当有不少于 2名责任医师为
患者提供日常诊疗服务。

省医保局提醒，从门诊特药
调入门诊慢性病（大额疾病）的 4
种药品，参保患者从 5 月 1 日起
按乙类药品享受住院待遇或门
诊慢性病（大额疾病）待遇。为
确保现有用药患者待遇平稳，我
省设置 3 个月过渡期，其特药待
遇可享受至 7月底。 （武佳）

据《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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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三农”问题

涉及3亿多参保人
这项医保改革有哪些重点

国办印发《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
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
制的指导意见》，通过将门诊费用纳入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范围，改革职工医保
个人账户，建立健全门诊共济保障机制。

这是一次涉及3亿多参保人切身利益的改革。个人账户的“钱”少了吗？个
人账户的“钱”能给谁花？为什么自己的“钱”要给别人花？国务院新闻办22日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出回应。

根据意见，在职职工个人
账户由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
保险费计入，计入标准原则上
控制在本人参保缴费基数的
2%，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
险费全部计入统筹基金。

“通过调整个人账户计
入方式，单位缴费部分不再
划入个人账户。”国家医保局
副局长陈金甫说，基本上个
人账户新计入都会减少，但
个人账户新计入的减少并不
意味着整体保障功能降低。

陈金甫表示，个人账户
减少并不意味着个人保障会

损失，而是放到共济保障的
“大池子”里，形成新的保障
机制。新的保障机制保障效
能将显著放大，用大数法则
化解社会群体的风险。

也有人提出，能不能让政
府增加门诊保障的缴费投入？

“不能为了增加福利而
竭泽而渔。”陈金甫说，保险
部 门 可 以 提 出 给 单 位 多 缴
费、让个人多缴费，但每增加
一笔缴费，相应就会减少从
业人员的一笔收入，也会增
加单位负担，不利于社会经
济的发展。

意见明确，个人账户可以
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
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
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
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
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
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家庭共济是对于个人
账户而言。”国家医疗保障局
待 遇 保 障 司 负 责 人 樊 卫 东
说，这次改革后，职工个人账

户使用范围将拓展，主要动
用 的 是 个 人 账 户 的“ 小 池
子”，可以说是“小共济”。

陈金甫说，个人账户的
存量基金使用范围拓宽，并
不等于个人可以随意使用或
者无限扩大范围。他表示，
个人账户不得用于公共卫生
费用、体育健身或养生保健
消费等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
保障范围的支出。

“门诊共济保障将帮助参保人实现
风险代际转移。”陈金甫说，参保人年轻
时没病，到老年时容易生病，但是仅仅依
靠个人积累是有限的，社会积累可以更
大范围解决公众治疗需求。

“门诊共济保障也可以进一步释放
医保基金效能。”陈金甫说，2020年按照
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的相关统计，个人
账户累计结余 1万亿元，改革以前，这笔
钱是别人无法使用。新的保障机制总体
上是基金平衡转移，用于实实在在的医
疗服务购买，有利于人群基金的共济，也
有利于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这也将对优化基层医疗资源配置、
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和群众普通门诊保障
产生集合效应。

对基层医疗机构来说，共济保障机
制直接支付的不仅是就诊费用，也是对
基层医疗服务的投入，实现基层医疗服
务的充分共济和资金保障。这将对参保
人产生直接的制度红利。参保人的一些
疾病可以在基层医疗机构诊治，从而降
低就医成本。

个人账户的“钱”少了吗

个人账户的“钱”能给谁花

统筹基金的钱将用在哪里

为什么自己的为什么自己的““钱钱””
要给别人花要给别人花

新增30种药品 我省门诊特药范围扩大

各地可在预支计划指标中，安排 10%
的比例用于农民合理建房、农村公共基础
设施用地及农村产业发展用地，要求各地
积极主动服务，及时办理相关用地手续。

“十四五”期间，将年度用地计划指
标向脱贫县倾斜。有效盘活存量用地，
腾挪空间重点用于支持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和乡村振兴。适当提高脱贫县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预支比
例，由原来的 50%提高到 70%。

严禁扩大设施农业用地范围，严禁
以设施农业名义搞“大棚房”建设和变
相搞非农建设。 （郭燕杰）

据《山西晚报》

如何确保设施农业、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等
方面的合理用地需求？

聚 焦“ 路 、水 、暖 、气 、电 、数 、链 、
废”8 个方面，努力实现城乡公共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路”，即要实施农村道
路 畅 通 工 程 ，建 设 一 批 产 业 路 、资 源
路、旅游路；“水”，是要保障饮用水质
量 和 安 全 ；“ 暖 ”，是 实 现 清 洁 取 暖 ；

“ 气 ”，是 要 解 决 农 村 燃 气 ，保 证 供 得
上、用得起；“电”，是继续搞好农村电
网改造；“数”，是推动 5G 向农村拓展；

“ 链 ”，是 建 设 农 产 品 冷 链 物 流 设 施 ；
“废”，是科学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垃圾
和畜禽粪无害化治理。

乡村建设行动有哪些重点？
建设思路有哪些？

目前，我省 117个县（市、区）被划分
为三大类，分别是：31个先行示范县，重
点是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打造乡村振兴
样板；40 个整体推进县，重点是在巩固
拓展脱贫成果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46 个重点
帮扶县，重点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实现平稳过渡、有效
衔接。我省对易返贫致贫的人口予以
监测，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

对有劳动能力的坚持开发式扶贫，
针对性落实好产业、就业等帮扶措施；
对没有劳动能力的落实好兜底保障政
策。

如何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我省在粮食生产上，重点是抓住耕地
和种子“两个要害”。要落实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守牢守好 5757万亩耕地红
线；从“保”“育”一体、“建”“管”结合入手，

打好种业翻身仗，力争“十四五”时期把山
西省建成北方种业研发和供应基地。

在生猪生产上，一手抓产能恢复，
一手抓非洲猪瘟防控。

我省在稳粮保供方面有哪些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