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上线下有机联动 守护民生保障底线

扬中医疗保障局让服务更加可触可感
“医疗保障是政府公共服务领域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守护民生底线的
重要防线。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信息
化手段的迅猛发展，探索医保和互联
网有机融合，让参保群众便捷地享受
服务，成为各级医保部门积极实践的
重点”扬中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
局长陆纪云在谈及扬中智慧医保建
设时深有感触的介绍道，“为此，我局
积极策应国家放管服改革要求，主动
创新，大胆实践，全力实施以综合柜
员、移动支付、微信公共服务为主要
内容的智慧医保项目，让便民渗透到
医保服务的各个角落”。

推行综合柜员，实现医保业
务一窗办

“我局服务大厅面向全市 28.3万
社会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提供集政策
咨询、参保登记、费用审核、结算、拨
付、异地就医备案、特药申购等服务
于一体，日均接待办事群众 200余人
次，年底高峰时达500-600余人次，服
务大厅像菜市场一样拥挤、嘈杂。一
方面，群众要等很长时间，意见很大；
另一方面，我们工作人员一天下来都

会耳鸣感觉很累”，在谈及以往服务
模式时，该局服务大厅负责人陈晓琴
无奈地说道。

为改变原有经办模式，扬中市医
保局按照分类分项的原则，整合窗口
30多项业务职能，划分出即办事项与
受理事项，办事指南编印成册，所有
业务按流程操作。服务大厅设置8个
综合受理窗口、1个咨询窗口，并配备
大堂经理1名，对于能现场办理的，由
窗口工作人员当即办理当即告知办
理结果。对于现场不能办理的，参保
人在受理窗口填写有关表单，提交所
需材料后即可离开，由服务大厅工作
人员内部流转办理，参保人可通过扬
中医保微信公众号实时查询事项办
理进展情况。受理业务办结后，自动
推送短信告知参保人；另一方面推行
综合柜员制，改变原来办理一件事参
保人需跑多个窗口、多次流转、多人
经手的经办模式，推行“一窗一人一
次”经办服务新模式。“以前报销费用
至少要跑 2-3个窗口，还要排很长的
队，现在方便多了，只要按叫号系统
提醒到相应窗口，提交完所需材料后
就可离开了。报销的费用会直接打
到我的社保卡上，还有短信提醒，又

方便又安全”，扬中市参保人孙光忠
说道。

“推行综合柜员制不仅方便了群
众办事，也有效规范了我们的业务经
办标准，各项服务流程、权力节点都
做到透明留痕，可查可溯，有效杜绝
了人情办事，真正做到了公开、公平、
公正”，扬中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副主任冷新星介绍说。

推行移动支付，实现就诊购
药掌上办

许多参保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想
要买药，突然发现自己没带医保卡，
只能掏钱付费；临时去医院看病，因
为身上没有医保卡，所有费用只好现
金垫付；挂号、付费需要往返跑，多次
窗口排队等候，浪费了很多时间；还
有，在医院做了化验，结果挂号单弄
丢了，化验单打印不出来。如今，参
保人的这些烦恼正在逐步减少，缘由
是扬中率先推行了智慧医保微信移
动支付工程。

“围绕‘是下载医保APP开展移动
支付还是结合扬中医保微信开展移动
支付’这一课题，我们进行了多轮的走

访与调研，分析了APP与微信使用的
便捷程度与接受程度，同时也学习借
鉴了其他地区的有益做法，最终确定
将微信与移动支付技术相结合，开发
应用扬中医保微信移动支付工程，以
此解决参保人就医购药需多次排队等
候的烦恼”，陆纪云介绍说道。

经过大半年的紧张开发与测试，
今年 1月 1日起，扬中医保智慧医疗
服务平台已在该市人民医院上线试
运行，从此，该市医保结算进入移动
支付时代，预约挂号、门诊就医、结算
取药等一系列流程都可实现掌上办
理。

据悉，移动就医结算项目的核心
是以医疗费用的线上移动支付取代
传统的窗口支付为突破口，以电子社
保卡为识别媒介，以个人信息、账户
信息、就诊信息、结算信息等数据互
联共享为基础，利用“扬中医保”微信
公众号在线结算平台，打破壁垒，切
实解决挂号、候诊、缴费等多次排队
和就医取药耗时长的就医难题，形成
线上环节自主操作、线下流程大幅压
缩的便捷就医新模式。扬中医保智
慧医疗正式上线后，该市参保人员只
需关注“扬中医保”微信公众号，按照

提示完成注册并领取电子社保卡后，
就可以使用该平台在扬中定点医院
和药店实现手机线上预约、挂号、住
院、结算、取单、买药等全流程医保结
算服务。

正在该市人民医院就医的程小
敏说道：“以前看个病挂号、缴费、取
药不光要排很长的队，还要楼上楼下
到处跑，现在老方便了，只要带部手
机就可以全部轻松搞定”。

相比周边地区，该市推行的智慧
医保移动支付项目拥有五大创新，
即：“电子社保卡”解决安全顾虑，在
保障个人信息财产安全的同时，有效
防范冒用混用社保卡；“零等待”解决
时间浪费，通过线上挂号、缴费，参保
者可以“踩着点”就诊，简单快捷；“亲
情绑定”解决老人、小孩就诊问题，参
保者可关联家人的电子社保卡，享受

“一条龙”智慧医疗服务；“大存储”解
决查询需求，“云存储”将永久保留参
保人员的线上就诊、检查检验报告等
信息，实现全天候、全时段、全过程查
询；使用微信公众号解决安装APP增
加手机容量的麻烦，该市医保局在江
苏范围内第一家采用H5技术，在微信
中实现电子社保卡申领及移动就医
结算，为全省乃至全国使用本地微信
公众号进行移动就医结算提供了实
例与模式，极大方便了参保者使用。

推行网上办理，实现公共服
务共享办

医保工作纷繁复杂，如何让参保

群众享受便捷高效的服务，是医保改
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根据放管
服要求，始终以便民高效为工作原
则，能放开的全面放开、能简化的全
面简化、能下沉的全面下沉，极力倡
导规范办、简化办、掌上办、就近办的
服务理念，全力打造最多跑一次，最
好跑零次的经办服务新格局，从而打
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着力提升群
众的办事体验”，陆纪云介绍说道。

在推进便民服务进程中，该局始
终以公共服务一体化为核心内容，积
极构建“一体化、多方位、无缝隙”的
公共服务体系，让“信息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面向广大的社会公众提供
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全面提升扬
中医保公共服务能力。每周向公众
推送医保工作动态，及时发布通知公
告，展示工作成效和业绩，主动接受
社会各界监督，努力展现新部门形象
和新时代医保人风采，传播医保声
音，讲好医保故事。医保政策、法律
法规、办事指南、常用表格均可在公
众号查阅，按季发布常用药品市场平
均价。同时，提供定点医疗机构、定
点零售药店名录，医保药品、材料、诊
疗项目三大目录查询。参保人员绑
定社保卡后，还可以查询到参保缴费
信息、医保账户划入、账户结存、待遇
享受、当年度最近20次刷卡消费详情
等。提供转外就医备案自助办理，按
要求填写信息后，即可异地就医联网
结算。

戴金锋

他不是医护人员，却每天冲在疫
情的最前线，加班加点任劳任怨。场
所关停、旅馆管控、留观点设置……
一项项举措迅速出台，一次次检查督
导落实，为市民筑起了一道防疫抗疫
的坚强防线。他就是市公安局治安
支队场所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陈旭辉。

大队的“拼命三郎”

检查、登记、防疫检测……“所有
入住人员必须逐一核查。”2月28日，
记者见到陈旭辉的时候，他刚刚完成
对其包干片区旅馆的“地毯式”排查工
作。“一天检查50多家宾馆非常正常。”
而这项工作只是陈旭辉疫情期间所
有工作中的一小部分。今年春节，疫
情突然而至，全市范围内的灯会、庙
会、商场促销等群众性大型活动有几
十起。作为市局大型活动安全监管

的责任人，陈旭辉积极奔走，对接协
调各主办单位和主管部门，最终全市
所有大型群众性活动全部取消或暂
停举办，有效地防止了人员的大规模
聚集。

正月初二，陈旭辉又马不停蹄地
紧急召集治安部门视频会议，研究部
署公共娱乐服务场所防控应对措施，
提请市防疫指挥部发布全市网吧、
KTV、棋牌室等公共场所暂停营业的
通告，全面关停非市民日常生活必需
的公共娱乐服务场所。

“但在实际操作中，特别是对一些
中小棋牌室，任务重、压力大。”为此，
他每晚和同事们冒着风险忙碌在各个
场所管控点上，以“耐心劝导”最大限
度地争取场所业主理解和支持。截至
发稿时，陈旭辉累计关停各类场所、棋
牌室6000余家、旅馆1256家。

在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
张伯良的眼里，10年来，陈旭辉在治
安岗位上一直就保持着“拼命三郎”
的状态：“每逢节假日就是他最忙的
时候。在去年的扫黑除恶和国庆安

保的各项场所行业专项整治及安保
任务中，他均保持了满勤奋战在工作
的一线，累了就在椅子上小眯一会
儿，饿了就泡一碗泡面，仅去年一年
就累计加班700余个小时。”

一封感谢信的力量

这个春节对于陈旭辉来说，显得
格外漫长。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单
位离家仅25分钟的车程，从除夕到2
月10日的18天里，他没有回过一次，
完全住进了单位。

既心疼又理解他的妻子只能一
次次发微信留言叮嘱他注意身体。

“我老婆理解我，她是我‘战友’。”陈
旭辉的妻子宗敏是一名医护人员，
平时夫妻俩长期聚少离多。疫情发
生后，宗敏也扑到了防控一线。而
他们年幼的孩子交给了外婆照顾。

“老陈这个工作比较苦，去年下半
年，他的肾结石已经发作过，但一直
拖着没有去做手术。”妻子口中的

“苦”对于陈旭辉来说已成“习惯”。
而在陈旭辉心中的“苦”是在这个

“漫长”的春节，他无法去陪伴和照
顾自己的儿子。

陈旭辉没能照顾好家人，却将
“关怀”洒在了一线。工作期间，一
名湖北籍旅客不愿意住进市政府安
排的指定宾馆，“有抵触情绪很正
常，他怕感染。”陈旭辉戴着口罩，第
一时间与该旅客面对面，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劝说，
终于让该旅客放下思想包袱。

当他得知有些集中居住点的湖北
籍旅客因为承担指定宾馆的住宿费用
有困难后，随即上报上级部门。最终，
在陈旭辉的争取和沟通下，宾馆不仅
将住宿费降到了一个合理的价格，还
免费提供三餐，得到了旅客的点赞。

为此，来自湖北荆州的黄先生一
家人特意写了一封感谢信留在宾馆
前台，感谢陈旭辉跑前跑后为他们争
取的福利，感谢民警和工作人员的关
怀备至。“当看到这一行行温暖人心
的文字，我告诉我妻子，我们所做的
一切都是值得的。” 本报记者 景泊

通讯员 杜婉婷 仇亦非

“叫停”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拼命三郎”
治安“尖兵”陈旭辉筑起坚强防线

今 天 是 江 苏 大 学 附 属 医 院
NICU 护师秦宜梅来到黄石的第 21
天。从昨天开始，她已由黄石市中医
院转战黄石市中心医院。因为持续
一天的“转院”非常劳累，今天组里特
意安排秦宜梅休假一天。上午 10
时，记者连线了她。

“目前黄石的新冠肺炎疫情总体
已好转，根据指挥部整合医疗资源
的要求，将中医院ICU仅剩的3名重
症患者转到中心医院集中治疗。”与
秦宜梅同在中医院ICU的另两名战
友——同样来自江大附院的镇江队
员陈慧丹、孙国付，也一并转岗。

由于重症患者身上插着各种仪

器、管子，转院工作充满着挑战。“我们
要穿着防护服推担架车、提氧气筒、拎
监护仪，并带上患者的所有物品，坐着
负压救护车护送。”3个病人分次来回
一个接一个转，再多的辛苦，秦宜梅说
她和队友们都能扛，就是全程都在担
忧患者的安全。“转院”结束后，“大家
心里的石头才放下来。”

朋友圈一向“安静”的秦宜梅，昨
晚写下一大段文字来记述自己和中
医院当地战友们离别的心情。“这么
多天合作下来我们很默契，突然离开
有些舍不得。”临别时，秦宜梅和当地
队员们“历史性”地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杨佩佩

带着病人“转院”
地点：黄石市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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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快构建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镇
江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表彰服务全市
高质量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社
科理论专家，激励全市社科战线进一
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书写“镇江
很有前途”新篇章提供强有力的思想
保障和智力支持，根据市委、市政府
关于推动文化建设高质量走在前列

的要求，市社科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开
展了第二届“镇江中青年社科名家”
评选工作。经单位推荐、资格审查、
省专家组初评、市社科工作领导小组
终评，入围第二届“镇江中青年社科
名家”候选人6位，现公示如下：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国建，男，1971年4月生，中共

党员，江苏大学社科处处长，教授。
任晓霏，女，1968年8月生，中共

党员，江苏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吴 洁，女，1968年2月生，中共
党员，江苏科技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
心主任，教授。

金丽馥，女，1961年 10月生，中
共党员，江苏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教授。

郭昭昭，男，1982年9月生，中共
党员，江苏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院长，副教授。

董晨鹏，男，1966年7月生，中共
党员，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委员高级工程师。
公示时间：2020年3月3日至3月

9日。对公示对象如有异议，请于公示
期间以书面方式实名向市社科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市社科联）反映，并提
供必要的证据材料，以便核实查证。
联系电话：0511—80826099；联系地
址：镇江市南徐大道68号行政中心1
号楼5楼536室，邮编：212004。

镇江市社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3月3日

第二届“镇江中青年社科名家”候选人公示

象山街道长江社区
组织“不见面”党日活动

本报讯 在全面抗击疫情、
推动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近
日，京口区象山街道长江社区党
总支创新思路，利用“学习强国”
APP视频会议功能，组织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不见面”党日活动，
既降低了人群集聚交叉感染风
险，又取得了非常显著的党员学
习管理成效。

视频会议中，长江社区党
总支负责人介绍了社区疫情防
控的总体情况，向参与疫情群
防群控的广大党员群众表示衷
心的感谢。同时，身处不同场
景的普通党员各自分享了参与
群防群控、复工复产的经历和
感悟。身处不同场景的党员，
都 在 为 疫 情 群 防 群 治 出 谋 划
策、出智出力。

（朱丽娇 林兰）

本报讯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句容华阳街道党工委共收到18份
入党申请书，他们当中，有机关干部，
有村社工作人员，有致富带头人，更
有普普通通的群众。在抗“疫”的一
线，他们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一线，
参与疫情的监测、排查、防控等工作，
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入党誓言。

“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我看到
我们社区的党员们为了群众的安危，
不辞辛劳、无私奉献，这种精神深深
感动了我，更加坚定了我要入党的信
念。现在我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入
党申请，请在这场疫情阻击战中考验
我。”这是北阳门社区个体创业者吕
春伟的入党申请。

疫情发生后，吕春伟来到北阳门
社区，主动请缨，自愿到社区参加志
愿服务，负责社区220多名居家隔离

人员生活必需品的购买和上门服务，
在人员缺少的情况下，他始终奋战在
社区疫情防控第一线。当发现社区
的工作人员物资紧张时，吕春伟多方
筹措，购买到100只口罩，无偿捐献给
社区。他用自身的实际行动，表达出
向党组织靠拢、决心在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斗中经受考验的愿望。

同一天，在合作社门口，句容润
民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社长郁宝锋向
前来慰问的吉里村党组织书记郑重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疫情期间，各地
蔬菜价格涨幅较大。郁宝锋合作社
生产的菌菇供不应求，他选择坚持诚
实守信经营。疫情以来，他带领社员
加班加点，每天向便民超市稳定供应
菌菇250公斤，向华阳农批市场供应
500公斤，保障句容市民吃上“放心
菜”。 （时姣 王阳 庆海 根喜）

华阳街道18名防疫一线
工作者递交入党申请

“方舱里每天都有温暖的故事
发生……”今天中午，和记者连线的
句容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
师孙文，回忆起从2月9日到武汉以
来的一幕幕，如是感慨。

孙文所在的体育中心方舱医院
二号舱里，有一位女患者非常热心，
多次找到孙文表示想做些力所能及
的事，“我很感动，但还是婉拒了
她。”孙文叮嘱她，目前最重要的事
就是安心养病，争取早日康复。

方舱里通宵不关灯，很多人不
习惯这种休息方式，加上人多难

免有些嘈杂。几天后，这位热心
又细心的大姐自掏腰包，为病友
们采购了 1000 个眼罩，并为她所
在的 2 号舱 E 区所有病友每人送
上一副耳机。她的善良之举让大
家十分感动。

“这里正能量的人、暖心的事太
多了，不胜枚举。”孙文说，团结互
助，像股股清泉流在大家的心窝
里。“大家从陌生到熟悉、再到亲如
家人，谁缺什么、谁需要搭把手，只
要在群里招呼一声，立即就会有积
极回应。” 本报记者 胡冰心

方舱里的“温暖”
地点：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

3月2日 星期一

3月 2日，记者
在江苏科技大学校
门口看到，该校刚刚
购置的一台热成像
测温系统已开始使
用，所有进校人员都
必须进行体温安检。

王 呈 摄影报道

确保校园安全

3月2日，家住仓巷的82岁老党员聂玉章来到四牌楼街道道署街社区，将自己和女儿的1000元捐款交到社区工作
人员手中。据了解，聂奶奶已有30多年党龄，对社区工作很热心。疫情发生以来，老人由于腿脚不便，不能来社区参与防
疫志愿队工作，她决定通过捐款的方式，为疫情防控尽自己的一份力。 王呈 赵山彬 摄影报道

老党员与女儿捐款 助力疫情防控

连线武汉 “战地”日记

“疫”线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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