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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日报讯（记者 王菲菲）11 月

25 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懂

青海 爱青海 兴青海”系列新闻发布会医

保专场新闻发布会获悉，今年以来，全省

医保系统推进实施一系列重要改革实

践，巩固衔接、参保扩面、异地就医、刷脸

结算、医保码覆盖、民族医药使用等重点

工作成效突出，走在全国前列。

在居民医保率先实现省级统筹的

基础上，稳步推进职工医保省级统筹，

稳妥有序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稳健

实施“青海健康保”。认真实施全民参

保计划，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5%以上，

青海 2023 年度中央和国家有关考核靠

前十件事项，参保缴费工作位列其中并

排名最前。为 51.97万名农村低收入人

口和脱贫不稳定人口支付参保资金

1.06 亿元，参保率稳定在 99%以上。农

村特困人员、低保对象、易返贫致贫人

员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 80%以上。

紧盯基金“收入、管理、支出、监督”

全链条各环节，健全风险预警机制，科

学编制收支预算，全省基本医保基金收

支预算执行良好。创新开展以上查下

的飞行检查、深度聚焦的专项治理、部

门联合的综合监管和购买服务的常态

化巡查，坚决打击各类欺诈骗保行为，

截至 10月底，今年全省共查处“两定”机

构 1646家，追回医保基金 8700.33万元。

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协同治

理，稳步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平均

住院床日下降 0.8 天，医疗次均费用下

降 1100 余元、个人负担减少近 200 元。

动态调整“辅助生殖”等医疗服务价格

557项，涉及调价金额 1.28亿元，累计调

整 2231 项，涉及金额 8.41 亿元，医疗服

务收入占比由 2022 年的 28.89%提高到

34.24%，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率

先出台藏蒙医院制剂医保目录，目前共

492种 2774个。

积极与外省建立跨省联盟、组建省

级医疗机构采购联盟开展药品和医用

耗材集采，全面落地执行国家集中带量

采购中选结果，完成 10批 267种药品和

9批 59类耗材集采落地执行，累计集采

药品 990 种、耗材 100 类，平均降价 55%
以上，在人口较少、用量较小、药品配送

半径大的不利情况下，成功挤压了药价

虚高水分，率先完成国家“十四五”规划

集采任务。

在医保信息系统全领域、全功能全

国首家上线基础上，扎实推进“智慧医

保”建设，累计激活医保码 600 余万人

次，在全国率先实现全覆盖。全面放开

跨省异地就医，实行“刷码即备案”政

策，就医购药“扫码”直接结算，直接结

算率位于全国前列。围绕 12 类服务事

项实施“高效办成一件事”，率先实现国

家医保信息平台重点监测数据全量归

集且质量全优。

青海省多措并举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

（上接一版）格尔木市紧盯人居

环境末梢，着力提升城市治理精度，

把各项城市建设工作向点、线、面延

伸，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卫生、交通

秩序、氛围营造、志愿服务等方面多

点发力，有效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

的同时，有力改善了城市建设和管理

水平。坚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根本，以提高市民文明素

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为目标，做好环境

卫生治理、公益广告宣传、文体设施完

善等任务。在新闻媒体平台开设专题

专栏，及时曝光不文明现象。高度重

视社情民意收集，集中反映各类环境

卫生问题，深入推动人文精神、道德规

范、公序良俗转化为社会法规准则和

市民的共识习惯。

下足“绣花”功夫解民忧暖民心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近年来，格尔木市牢牢把握文明

城市的内涵，把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作

为提高民生福祉的根本和基础，紧紧

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凝心聚力推动城市硬件和软件

同步提升。

青藏铁路穿城而过，在黄河路一

侧，过去普通的绿地摇身变成花木繁

盛、幽静雅致的“口袋公园”——黄河

路沿线小游园。为城市肌理增加绿

意，为居民幸福感加码。格尔木市充

分利用城市“巴掌地块”，因地制宜打

造出一批小而美、小而精的“口袋公

园”，在美化环境的同时，满足了周边

居民休闲娱乐的需求，让市民推窗见

绿、出门进园。

近年来，格尔木市以“微改造微提

升”推动城市管理顽疾整治，高质量办

好为民办实事项目 150 余个，改造提

升 39 个老旧小区、整治提升道路 51
条，新增 1.32 万个停车位，改造提升

114 处公交站亭，打造 8 处立体花坛、

14个“口袋公园”，设立 91个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阵地。不断优化提升道路

标线、停车位、垃圾箱等城市公共设

施，打造公共服务 15 分钟便民生活

圈，城市绿地逐年递增，大鸨、白天鹅

等珍稀候鸟相约而至，城市“绿量”更

足、生态底色更亮，群众幸福生活更有

“质感”、城市发展更有“温度”。

“面子”“里子”一起抓 文明意识入人心

唱红歌、讲故事、文艺演出……把

想讲的变成群众爱听的，把群众爱听

的融入想讲的，让群众听得懂、愿意

听、还想听。在街道、公园、广场、居民

楼院、建筑工地等场所，制作“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在提升环境品位的

同时，让群众抬头可见、驻足可观，在

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提升素质。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要依群众

而建，为群众所用。围绕培育践行主

流价值、丰富活跃文化生活、持续推进

移风易俗，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

实践活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

淳朴民风，积极开展文明风尚培育工

作，广泛开展道德模范、“格尔木好人”

等评选、选树活动，3 人获得“全国道

德模范”提名奖，2 人入选“中国好人

榜”，2 人入选“全省新时代好少年”，

评选三届“格尔木好人”，30 人获此殊

荣。聚焦传统节日振兴，深入传承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引导群众树立正确

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将军楼公园

成功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通过深入开展文明创建活动，累

计创建各级文明单位 130 个，文明创

建活动走深走实，市民文明素质、社会

文明程度和城市文明形象显著提升。

志愿服务精神融入城市文化

在格尔木市大街小巷，“小红帽”

“红马甲”……各类文明典型活跃在街

头，或协助维护交通秩序，或引导市民

做好垃圾分类，他们用自己的一言一

行、一举一动传递正能量，“微光成炬”

温暖一座城，凡人善举感动你我他。

在扶残助困行动中，他们真情陪

伴，传递温暖；在志愿服务中，他们走

街串巷、宣传劝导，用实际行动让文明

之风吹遍城市每个角落；在参与基层

治理时，他们贴近民生、服务群众。

志愿服务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

力量，其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城市文明

程度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格尔木市构建新时代志

愿服务工作新格局，落实志愿服务

“双报到”机制，健全“1+8+N”服务模

式，19个类别 328支志愿服务队伍共 3
万余人常态化开展文明交通劝导、环

境卫生整治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创

新打造“三红”服务惠民生、“三个一

服务”等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品牌 6个，

其中“三红”服务惠民生案例入选中

央文明办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

作方法 100 例。全域全范围、全行业

全领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强化志愿

引领作用，市民群众对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活动的认可度、参与度、满意度

不断攀升。

如今的格尔木，主干道畅通整

洁，道路两边车辆整齐停放，分类的

垃圾桶、规范的停车位、随处可见的

文明宣传语，环境更加便民而舒适，

市民的生活品质显著提升。

本报讯（记者 李莎莎）近日，全

市第三产业工作联席会议召开，全面

梳理我市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工作开

展情况、指标完成情况，进一步凝聚

工作合力，切实解决各行业领域存在

的困难，激发经济发展活力，推动年

度第三产业各项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会议通报了全市前三季度第三

产业工作开展情况、各项指标完成情

况，各相关单位围绕本行业领域第三

产业发展存在的困难问题作了交流

发言，并提出了四季度工作计划和任

务目标。会议还就四季度第三产业推

进工作方案现场征求了各单位意见。

会议要求，各单位要紧紧围绕

全市 GDP 由负转正这一主线任务，

全面落实《格尔木市“一表一图一单

一机制”工作方案》，抢抓机遇、共同

努力，确保第三产业各项指标如期完

成。要切实统一思想和行动，深刻认

识第三产业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意义，认真对照年度目标任务，

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亲自落实，专

人具体负责，以有力有效举措狠抓落

实，确保各项任务目标高质量完成。

要不定期召开工作会议，梳理阶段性

工作开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集思广

益寻求解决办法。同时加强与上级

部门和统计部门的衔接沟通，核实行

业样本企业名单和报送数据，确保

统计数据准确无误。要主动作为，

切实把责任扛在肩上、把工作抓在

手上，深入分析行业发展环境，倾听

企业发展诉求，全面掌握重点企业

运行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及早提

出对策举措。

全市第三产业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近日，市政设施管理处组织人员对市区各主、次干道的损坏路灯进行更换。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强路灯设施维护管理，着力提升夜间照明度，服务保障

城市夜环境，城市对外形象不断提升。 记者 马俊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