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7月26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
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统一
规范参保人外地就医备案、基金支付、协同业务等细则，
将对每一名有外出就医需求的参保人产生重要影响。

权威解读

截至 2022 年 6 月底，住院、普
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统筹地
区实现全覆盖，全国 3529 家跨省
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开通高血压、
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
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
治疗等 5 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近年来，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覆盖范围
进一步扩大。

国家医保局医疗保障事业管
理中心负责人隆学文介绍，随着
改革进入深水区，地方在备案管
理、就医管理、支付范围、支付政
策等方面差异化凸显，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群众异地就医的体验
感受。

聚焦群众异地就医的急难愁
盼，新规对以往政策进行系统性
梳理和整合，着力破解备案人员
范围窄、备案时限短，跨省长期居

住人员在备案地和参保地不能双
向享受待遇，跨省临时外出就医
人员备案后报销比例偏低等问
题。

新规明确提出，在 2025 年底
前，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提
高到 70％以上，普通门诊跨省联
网定点医药机构数量实现翻一
番，群众需求大、各地普遍开展的
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将逐步
纳入跨省直接结算范围等。

此外，针对备案管理、支付政
策、结算流程、资金管理、基金监
管等重点领域，通知制定并形成
全国统一的规范框架与界定。

隆学文说，新规统一了住院、
普通门诊和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
直接结算政策，执行“就医地目
录、参保地政策”基金支付政策，

“先备案、选定点、持码卡就医”异
地就医管理服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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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底前

加快推进异地就医结算服务 提升群众获得感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报销费用有哪些扩围？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国
家医保局、财政部26日发布《关于进
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深化跨省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改革，破解异地就
医备案不便捷等堵点、难点问题。

推进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
结算，是完善医保制度、解决人民
群众突出关切的重要改革举措。

通知明确跨省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十四五”的目标任务，2025
年底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制度体系和经办管理服务体系更
加健全，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
台支撑作用持续强化，国家异地
就医结算能力显著提升，住院费
用跨省直接结算率提高到 70％以
上，普通门诊跨省联网定点医药
机构数量实现翻一番等。

通知对住院、普通门诊和门
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等政
策进行统一，明确跨省直接结算
时原则上均执行“就医地目录、参
保地政策”基金支付政策；“先备
案、选定点、持码卡就医”异地就
医管理服务流程；“先预付、后清
算”异地就医资金管理要求等。

通知进一步规范异地就医备
案政策，包括异地就医备案人员
范围拓展到跨省急诊人员和非急
诊且未转诊人员；统一备案有效
期，有效期内参保人可在就医地
多次就诊并享受直接结算服务；
支持参保人员在备案地和参保地
双向享受待遇等。

此外，通知规范了定点医疗
机构直接结算服务范围，将急诊
抢救费用、住院期间院外检查治
疗购药费用和符合就医地管理规
定的无第三方责任外伤费用纳入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允
许参保人员在出院结算前补办异
地就医备案，并享受跨省直接结
算服务。

在协同业务方面，通知对经
办机构跨区域协同流程进行规
范，建立就医地与参保地协同处
理问题的机制，提高地区间问题
协同处置效率。

通知要求，各地医保部门要
及 时 调 整 相 关 政 策 措 施 ，确 保
2022 年 12 月底前同国家政策相
衔接。相关政策将于 2023年 1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两部门进一步推动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

跨省异地就医新规出台 这些细则事关你我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简单来说，就是先备案、选定点、持码
卡就医。

异地就医前，参保人员可通过国家医
保服务平台 App、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
序、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或参保地经办机构
窗口等线上线下途径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
续；开通备案后，参保人在备案地开通的所
有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均可享受住院费
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就医时需出示医保电

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等有效凭证。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支付政策可以

理解为“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
也就是说，执行就医地规定的支付范

围及有关规定，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药品、医
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等支付范围；执行
参保地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起付标
准、支付比例、最高支付限额、门诊慢特病
病种范围等有关政策。

如何办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除了异地急诊抢救人员视同已备案，无需
提交材料外，其他人员均需提供医保电子凭
证、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

另外，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户口
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
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居住证
明或个人承诺书；常驻异地工作人员需提
供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
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

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
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

目前，所有统筹地区开通了在国家医
保服务平台 App、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
序、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等线上办理异地
就医备案服务，参保地经办机构应在两个
工作日内办结。

此外，全国 120 个统筹地区实现自助
备案，参保人员可以即时办理、即时生效。

如何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

跨省异地长期居住的人员办理登记
备案后，只要没有申请变更备案信息或
者参保状态没发生改变，那么备案长期
有效，没有就医次数限制。对于跨省临时
外出就医的人员，临时备案有效期不少
于 6 个月，在有效期内可以在就医地多次
就诊并享受直接结算，不需要就诊一次
备案一次。

目前，有些统筹地区要求备案后 1 年

以上才能取消或变更。根据通知中的新要
求，2023 年 1 月 1 日起，各地变更或取消备
案时限将不超过 6个月。

对于来不及办理备案的参保人，通知
明确，在出院结算前补办异地就医备案的，
就医地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应为参保人员办
理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若参保人出院
自费结算后按规定补办备案手续的，也可
以按参保地规定办理医保手工报销。

备案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说，目前，全国
200 多个统筹地区实现了高血压、糖尿病、
恶性肿瘤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
后抗排异治疗等 5 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据介绍，具备门诊慢特病资格的参
保人员需要完成 5 个步骤，即可享受跨
省直接结算服务，包括：第一步，了解个

人 享 受 门 诊 慢 特 病 待 遇 的 资 格 ；第 二
步，主动了解参保地门诊慢特病跨省直
接 结 算 相 关 政 策 ；第 三 步 ，选 择 并 开 通
相 关 门 诊 慢 特 病 跨 省 联 网 定 点 医 疗 机
构 ；第 四 步 ，主 动 告 知 联 网 定 点 医 疗 机
构 自 己 具 备 门 诊 慢 特 病 资 格 ；第 五 步 ，
持 医 保 电 子 凭 证 或 社 会 保 障 卡 按 要 求
进行结算。

门诊慢特病异地就医如何结算？ 针对群众关心的异地就医外伤、
急诊抢救、住院期间院外发生费用问
题，通知明确符合就医地管理规定的
无第三方责任外伤费用可纳入跨省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因病情需要到
其他定点医疗机构检查治疗或到定点
药店购药的，相关费用纳入本次住院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此外，通知允许跨省长期居住人
员在备案地和参保地双向享受待遇。

跨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有效
期内确需回参保地就医的，可以在参
保地享受医保结算服务，原则上不低
于参保地跨省转诊转院待遇水平。

相关政策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
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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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员/王清华 李雨晨

7月21日，醴陵市茶山镇铁河口村，金黄色的稻浪在田
间翻滚，颗粒饱满的谷子簇拥着，热浪吹拂卷起阵阵稻香。

炽热的阳光下，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粒粒饱满的
稻谷沿着机器管道喷泻而下装入袋中，将小货车装得
满满当当，好一派丰收景象。

“你看这谷子，籽粒饱满。只要几天，2000多亩早稻
就将颗粒归仓。”站在田埂上，看着机械穿梭，铁河口村
党委书记汤道武欣慰地说，“现在农业生产效率高，晚
稻的秧苗已经在育秧大棚里了。”

要想推动产业发展，土地是关键。去年 4月，铁河口
村坚持党建引领，以土地流转为抓手，依托村级供销惠
农服务社，整合村里 7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君信种
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简称“君信联合社”），流转
村里 4000多亩农田种植水稻，村集体占股 18%。

“以前是种植大户各自为战，现在是抱团发展，既
整合资源降低生产成本，又为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
汤道武说，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 20万元，其中君信

联合社贡献了约 3成。

盘活资源，规模化经营提高生产效率
铁河口村位于省道 313 沿线，渌江从村里流过，距

醴陵城区十几分钟车程，交通区位优势明显，村里地势
平坦，农田主要种水稻和蔬菜。

今年 49 岁的汤小丰与农田打了 30 年“交道”。过
去，他一直是“单兵作战”，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种粮大
户。

君信联合社成立后，他成为监事长。流转的土地加
在一起，比之前“单打独斗”时的面积增加好几倍，但汤
小丰却感叹轻松了不少。

“以前单干时，什么机器都要买，还要会使用，什么
活都要干。现在联合社分成了机械服务、植保飞防等几
个专业小组，大家各司其职，由联合社统一调配。”汤小
丰说，“虽然耕种面积大了，但管理压力变小了。”

土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是农业发展的趋势。汤道
武介绍，秉承“好事办好、农民自愿、合理有偿”的工作
原则，召开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引导农户积极有
序参与土地流转。

“村里的土地全部流转了。”在汤道武看来，此举把
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他们能从事二三产业增加收
入，同时还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及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
使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助力乡村振兴。“有一半以上
的劳动力在外工作，但土地没有撂荒。”他说。

合在一起，意味着资源得到更好配置，种粮成本也
有所下降。汤道武说，君信联合社有大型机械设备 80多
台，大家不再“自扫门前雪”，统一调配，农忙时还到邻
近村镇作业，为联合社增加收入。另外，化肥、种子、农
药等农资统一采购，价格更低，

去年，君信联合社还斥资 40万元，新建了一个智能
化育秧大棚，育秧只需 20 多天，且培育出来的秧苗粗
壮、整齐，密度适中，存活率更高，能满足 8000亩秧田用

秧需求。“经济效益一般，但社会效益很好。”汤道武直
言不讳。

拓宽思路，产业融合激活“造血”能力
“铁河口村是合并村，当时另一个并过来的村有些

债务。这些年，在村党委带领下，用活土地资源，发展水
稻、果蔬等种植业，并积极争取项目资金，累计偿还了
130多万元。今年还获评省级特色精品乡村。”说起村里
的变化，汤道武打开了话匣子。

“党建引领是做好一切工作的保障。”汤道武说，村
党委下设 4个支部，有 141 名党员，制度落实到位，活动
开展有声有色，把力量凝聚在鲜红的党旗下，带动一方
百姓，共同建设美丽乡村。

新建村部，党员积极捐款，募集资金 44 万元；村里
安装路灯、拓宽村道，党员带头，出钱出力；疫情防控，
党员义务值守……近 3 年来，党员为村里的发展，累计
捐款近百万元，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来到位于铺湾组的逸风航空培训基地，8米宽的道
路令人心情舒畅，视野开阔，果蔬飘香，鱼塘里肥美的
鱼儿欢快地游动。

铁河口村有种植蔬果的传统、靠近城区的区位优
势，汤道武介绍，村里计划引导特色种养殖户加入君信
联合社，促进农业增效。同时，做好党建、山水、土地“三
篇文章”，多元“造血”，为村集体经济“强筋壮骨”。

“曾组织党员、组长到浏阳等地集中学习，因地制
宜发展产业成为共识。”汤道武说，计划引入社会资本，
参与农家乐、民宿、休闲娱乐等业态开发，推动农业和
服务业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集观光、旅游、休闲、娱乐
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炎陵：
三省百家融媒现场直播黄桃大会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黎世
伟 通讯员/张和生 罗程） 7 月 25
日，“炎陵黄桃 桃醉天下”2022 年
炎陵黄桃大会在炎陵县中村瑶族乡
平乐村举行，来自湘鄂赣的百家融
媒体，通过网络现场直播，当天吸引
逾 2000万网友点击观看。

这百家融媒体是炎陵县融媒体
的签约协作单位。当天，浏阳市电视
台、江西省永新县电视台等百家媒
体从省内外各地齐聚炎陵，对炎陵
黄桃进行报道，并现场直播黄桃大
会，让炎陵黄桃声名远播。

永新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表

示：“炎陵黄桃品质与口感俱佳，作
为融媒体协作单位，我们有责任积
极宣传好，让更多的人知晓炎陵黄
桃、购买炎陵黄桃。”

经过数十年时间的品种培育和
品牌打造，炎陵黄桃已成为深受消
费者喜爱的夏季水果，尤以个大、形
正、色艳、肉脆、味甜、香浓、绿色等
特点，受到消费者青睐，被誉为“湖
南优质水果”，并通过国家“绿色食
品”认证，该县也被誉为“中国优质
黄桃之乡”，入选“湘赣红”区域公用
品牌。炎陵黄桃远销新加坡、阿联
酋、越南等国家。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洲
平 通讯员/刘婷 周志强） 盛夏时
节，正值松毛虫和松材线虫病害防
治的关键期。7 月 26 日，茶陵县出动
无人机防治队开展最后一轮飞防工
作，圆满完成今年的防治任务。

茶陵县共有松林 48 万亩，松林
资源居全省前列。目前，该县火田、
桃坑等 5个乡镇和云阳林场共 2.5万
亩松林正遭受中度以上松毛虫危
害，部分区域成片松林松叶被食尽，
呈火烧状；在枣市、界首等乡镇以及
云阳林场 989 亩松林因遭受松材线
虫病害，已导致部分松树枯死。为避
免两类病虫害扩散，7 月 19 日起，该

县林业局开展无人机防治工作。
在火田镇山田村松毛虫防治现

场，只见技术员们遥控 4驾无人机在
空中灵巧飞行，机身中的药剂变成
雾状均匀地喷洒在松叶上，短短十
几分钟，就完成了数十亩松林的喷
药任务。而针对病情更为复杂的松
材线虫病害，该县在开展飞防的同
时 ，还 清 理 枯 死 、濒 死 、衰 弱 松 树
6400 余株，并配合打孔注药、释放花
绒寄甲以虫治虫等方式开展防治。

据了解，此次飞防中喷洒的药
品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无公害生物药
剂，对人畜无毒无害，对环境无污
染。

茶陵：
无人机喷药防治松树病虫害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洲
平 通讯员/刘立坤） 7月 21日，茶陵
县腰潞镇全镇 21个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来到石陂村和潞理村，了解罗
汉果和香芋产业状况，互相交流、取
长补短，深化村村合作、村村联动。

今年石陂村与湖南华城生物资
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种
植罗汉果约 32 亩，每亩投资 4000 元
左右，预计每亩利润最高可达 5000

元左右。潞理村从 2017 年采用“集
体+农户+贫困户+市场”模式，发展
香芋产业，规模最大时达 2500亩，截
至 2021 年累计发放劳务工资 600 余
万元，带动 400余人增收。

当天，通过实地走访交流，这些
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纷纷表示，将
学习借鉴两村的先进经验，立足于
本村实际，选准培育产业，找到产业
振兴路径。

茶陵腰潞镇：
“领头雁”田间“取经”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驰
通讯员/蔡碧） 7月 24日，攸县酒埠江
镇普安桥村 400余亩葡萄基地盛大开
园，简短的开园仪式后，种植户们在
林荫道上摆起摊位，游客们不仅可以
拍照打卡留念，兴致来了还可以走进
葡萄棚去体验采摘的乐趣。

走进普安桥村葡萄基地，浓郁
的果香沁人心脾，大棚内葡萄藤上
挂满了一串串沉甸甸的葡萄。紫红
色、青色的各类葡萄，掩映在绿叶之
间，在阳光照耀下，透出淡雅的光
芒。

7月 26日上午，葡萄种植户董红
梅正穿梭在葡萄棚内，为客户采摘
葡萄。她种植了 15亩葡萄，以前是单
打独斗，每到采摘季节就为销售焦
虑。今年，普安桥村 10多个葡萄园抱
团发展，共同成立了普安桥村葡萄
种植基地，以基地名义申请了绿色
认证，引进了电商销售模式，实行集
体开园，游客、订单实现成倍增长。

今年，普安桥村葡萄基地每亩
产量可达 1000 公斤，按均价每公斤
30 元计算，种植效益上千万元，葡萄
已成为该村特色支柱产业。

土地资源“活”了 集体经济“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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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县普安桥村：400余亩葡萄基地盛大开园

新规着力破解异地就医结算堵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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