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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开展医疗机构“一提升、
两改进、三杜绝”专项行动

本报讯 为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
贵等急难愁盼问题，进一步增强群众就
医获得感、满意度，自今年 7 月中旬至
10 月底， 我市在全市医疗机构组织开
展以“提升医疗水平，改进服务态度、改
进就医环境，杜绝收取红包、杜绝过度
检查、杜绝过度治疗”为主要内容的“一
二三”专项行动。

针对我市群众需求大、外出就诊率
高、死亡率高的病种，我市将建立“一库
一中心”即市级专家人才库、“一站式”多
学科诊治中心，开展“名医请进来”、“优
质资源沉下去”等活动，提高相关学科的
医疗水平，努力实现群众就医不出市（县
区），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需求。 针对
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我市将建立满意
度调查制度，开展“假如我是一名患者”
体验活动，畅通“院长热线”，优化便民设
施，优化就医流程，改进就医环境，提高

患者就医归属感和便利度。 针对收取红
包、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等突出问题，我
市将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开展监督检查，
一经发现，从严从快处理。

7 月 22 日上午，全市医疗机构“一
提升、两改进、三杜绝”专项行动动员部
署会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市医疗机构
“一提升、两改进、三杜绝”专项行动方
案》， 部分医疗机构负责同志现场签定
承诺书。 会议要求要严负其责，严管所
辖，加强监督检查，压紧压实主体责任，
切实扛牢监督责任，督促各医疗机构将
专项行动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要在提
升医疗服务水平、改进服务态度和就医
环境上持续发力，抓住患者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提高改进的针对性、有效性。
要加强医疗卫生队伍的医德医风建设，
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营造风清气正
的氛围。 （本报记者 何婷婷）

“异地收就近办”
打造为民服务新模式

本报讯 近期， 随着淮南市省、市
际客运企业班线许可的陆续集中到期，
全市一百余条省、市际客运企业班线即
将开始年度集中审验，为了方便企业就
近提出延续申请， 避免人员往返奔波，
淮南市交通运输局依托 “全省通办”系
统平台，探索并实施“就近申报—异地
收件—网上办理”的新模式，进一步方
便企业群众就近办事。

日前，淮南市淮汽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潘集分公司在潘集区交通窗口递交

了 3 条客运班线到期延续申请，窗口工
作人员对资料进行初审后，通过“全省
通办”系统将其推送至市交通窗口进行
办理，办理结果将通过网络送达，申办
人无需再亲自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办
理此类业务。

市交通运输局积极响应 “放管服”
改革要求， 通过技术手段和流程优化，
用“数据流转”代替“群众跑腿”，在具体
实践中提升了政府服务的便捷和效率。

（本报记者 张 鹏）

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助力脱贫户增收

本报讯 今年以来，寿县堰口镇大
力发展特色产业，以产业兴旺带动乡村
振兴。 近期，该镇成功实施到户类产业
发展项目 1 个，吸引 419 户脱贫户及监
测对象积极参与申报， 获得 978940 元
补贴资金，有效促进了脱贫户、监测对
象增收。

该项目依托堰口镇丰富的自然资
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精准对接市场需
求，引导农户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种植
业、养殖业等产业。通过政策扶持、技术
指导和市场对接等措施，项目不仅帮助
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实现了稳定就业，还

激发了他们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堰口镇精心组

织，通过广泛宣传、深入动员，提高脱贫
户、 监测对象对项目的认知度和参与
度；加强项目管理和监督，确保资金使
用规范、安全、高效；同时，积极搭建产
销对接平台，帮助脱贫户、监测对象解
决产品销售难题， 实现产业可持续发
展。

今后，该镇将继续以乡村振兴战略
为引领，以特色产业为突破口，不断推
动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同时，进一步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优化发展环境，为
农户提供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和平台，
共同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本报记者 吴 巍
本报通讯员 孙 凤）

消防培训为汽车行业上好“安全锁”

本报讯 为切实加强汽车行业消
防安全管理工作，提高企业应对突发火
灾事故的处置能力，近日，淮南经开区
商务科技局联合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
汽车行业消防安全培训， 该区 40 余家
汽车销售企业参加培训。

培训中， 消防部门围绕火灾预防、
初期火灾扑救、火场逃生自救、消防器
材使用等方面， 通过典型案例分析，以
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参训人员详细讲解

了火灾的危害性和预防方法、 处置措
施。 同时，就汽车售后维修过程中可能
遇到的消防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此次培训旨在进一步提升汽车行
业从业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
救能力，确保汽车销售及维修等场所的
消防安全。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受益匪
浅， 深刻明白了消防安全责任的重要
性， 同时也学会了初期火灾扑救的技
能，大家将把所学消防安全知识运用到
日常工作中， 扎实抓好消防安全环节，
确保不发生火灾事故。

（本报记者 吴 巍）

志愿服务基层一线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近日， 寿县 2024 年大学

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启动仪式暨志
愿者见面会举办，该县相关部门、19 家基
层用人单位及 27 名志愿者参加会议。

会议组织观看了宣传片，介绍了大
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项目的开
展情况。 用人单位代表表示，将为志愿
者们安排好工作和生活，帮助志愿者尽
快进入角色，增强本领、加快成长。

寿县县委组织部指出，志愿者要立
足本职岗位，发挥专业特长，用脚踏实
地的决心、稳扎稳打的恒心，加强历练，
成长成才。各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项目

实施，帮助志愿者解决工作、生活上的
困难，为广大志愿者在基层一线干事创
业创造良好条件。

据悉，安徽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
振兴计划是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的地方项目， 寿县是 2024 年新增服务
县。 今年，安徽省共招募 724 名志愿者，
其中，寿县招募志愿者 27 名，用于乡村
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青
年工作以及乡村社会治理 5 个专项，开
展 1-3 年的志愿服务。

（本报记者 吴 巍
本报通讯员 汪丹丹）

织牢养老保障网 提升群众幸福感
———大通区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

本报记者 朱庆磊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的重要组
成部分。 近年来，大通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有关会议
要求和文件精神，坚持“优质高效、服务民生”原则，不断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事业可
持续发展。 目前，全区城乡居保参保人数 4.52 万余人。

建立完善机制，不断提升养老保障水平
2019 年 9 月，省人社厅和省财政厅联合下发了《关

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
正常调整机制的实施意见》。2019 年 11 月，市人社局和
市财政局在全省各地市中率先出台了 《关于印发淮南
市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
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实施方案从
2020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

大通区认真落实省、市相关文件精神，城乡居保基
础养老金持续提高。 特别是 2023 年，连续两次提高城

乡居保基础养老金，省级基础养老金从 2021 年至 2024
年每人每月增加 5 元；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市级基
础养老金每人每月增加 5 元 ； 从 2022 年 7 月 1 日 、
2023 年 7 月 1 日起， 中央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分别增
加 5 元。 基础养老金已从制度实施时 55 元/月提高至
现在的 145 元/月。

提升服务水平，提高城乡居民参保覆盖率
今年年初，大通区人社局坚持早安排、早部署、早

行动，紧扣今年目标任务，区、乡镇、村（社区 ）三级联
动，财政、民政、卫健、残联等单位协同配合，努力提升
辖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覆盖率。

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该区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多元化、多渠道方式开展政策宣传、讲解，
广泛宣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 结合公
开招聘、就业培训、送工入企等工作，就城乡居保的缴
费标准、续保时间、待遇领取等群众关切的问题，进行
全面详实的解疑答惑、有效传达，让“多缴多得、长缴多
得”“早参保、 多受益”“早缴晚缴不一样”“多缴少缴不
一样”“缴与不缴不一样” 的意识入脑入心。 今年上半

年，全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人数 16057 人，缴
费完成率 104.27%，平均缴费水平 718 元，较 2023 年同
期提高 15.16%。

拓宽缴费渠道，开展便民服务。 区人社局联合区税
务、区政务服务中心等部门向广大城乡居民推广微信、
支付宝、“皖事通”等线上方式，手把手地指导居民使用
线上缴费、档次选择或变更、待遇申领、资格认证等功
能，为群众提供“就近办”“网上办”的优质服务，大力提
高了参保缴费的便捷性。 对于无法线上参保缴费的特
殊群体，提供“帮代办”服务，真正让政策“惠民意”，用
行动“暖民心”，让群众感受到暖暖的幸福。

加强业务培训，提高经办效率。 为有效提升基层经
办队伍的业务素质和服务能力， 区人社局不定期组织
开展养老保险政策解读和答疑培训会，通过全面、细致
地讲解，让业务人员对政策了解更深入，办理能力、办
理效率和办理水平均得到全面提升。

织牢养老保障网，提升群众幸福感。 大通区人社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增强群众参保意识，提升业
务服务水平， 持续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质
效,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保障网兜得更牢。

“三 心 ” 筑 就 群 众 温 暖“避 风 港 ”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魏 珊

近日，淮河淮南段水位持续不断上
涨，全市防汛进入紧急状态 ，凤台县李
冲回族乡积极响应防汛指令，迅速针对
魏台片 637 名受灾群众做好安全撤离
工作， 并调动 20 余名机关干部组建安
置点工作专班， 落实 24 小时全程服务
管理，想方设法为群众提供贴心的帮助
和舒适的服务，真正将为群众服务落到
实处， 让防汛安置点成为群众温暖的
“避风港”。

该乡安排“细心”，努力创建和谐宜
居环境。 此次，李冲回族乡防汛安置点
位于乡内的回民中学，交通便利 、位置
安全，可安置 100 余名撤离的群众。 安

置点工作人员接到“前线 ”转移受灾群
众后，及时做好登记、物资领取等准备
工作，该乡还组织了乡卫生院医护人员
跟受灾群众同吃同住， 方便他们 24 小
时都能得到及时、妥善诊治。 “俺这手下
船时被划烂了，刚到门口就有人带我来
包扎，要不然天这么热，真就遭罪了，实
在谢谢了。 ”魏台片受灾村民魏敬明感
动的话语应声而出。

“目前，安置点入住情况在 80 人左
右，大部分以老年人居多 ，所以在服务
上，要求工作人员白天定期走访查询 ，
了解受灾群众身体健康、居住环境 、物
资所缺等情况 ， 有问题方便及时解

决。 ”采访中，安置点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乡服务 “贴心 ”，倾力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 面对此次安置点服务工作，
李冲回族乡后勤服务组人员针对不同
受灾群体， 在回民中学一楼教室和宿
舍楼安排了舒适的床位和干净的席
子、毛毯，确保受灾群众有较为舒适的
休息环境。 根据每日新增人数，为群众
提供基本的防汛生活用品 ， 如一日三
餐 、饮用水 、药品等 ，保障基本生活所
需。

措施“暖心”，全力丰富受灾群众精
神生活。 为了让受灾群众在安置点待得
放心，李冲回族乡积极丰富安置点群众

的精神生活， 主动联络县委宣传部、县
文旅体局商讨“送戏下乡”活动计划，给
他们安排了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 村民们都说：
“乡政府怕俺们在这里着急，还放电影、
戏剧给我们看，比家里儿女对我们还上
心。 ”李冲回族乡防汛安置点的管理和
服务不仅为受灾群众提供了一个安全
的“避风港”，也为他们带来了“家”的温
暖。

该乡负责人告诉记者 ，乡 、村两级
干部将继续查漏补缺，完善防汛安置点
的各类服务，切实走好防汛抗险的 “最
后一公里”。

智能设备
服务全国
位于淮南高新区的安

徽米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提供信息技术
与医疗健康领域整体解决
方案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在我市拥有 4500 平方
米现代化数字工厂， 共建
智能识别联合实验室，获
批智能识别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目前累计服务客户
150 余家。图为工人在车间
组装智能医疗设备。
本报记者 张 越 摄

国家医保局发布新版 DRG/DIP付费分组方案
新华社北京 7 月 23 日电（记者

彭韵佳 徐鹏航） 国家医保局 23 日发
布《关于印发按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 2.
0 版分组方案并深入推进相关工作的通
知》，确保 2025 年起各统筹地区统一使
用分组版本，提高支付方式改革工作的
规范性、统一性。

医保支付方式是医保经办机构向
医疗机构支付费用的具体方式，包括按

项目付费、按病种付费、按床日付费等，
按病组 （DRG）和病种分值 （DIP）支付
方式主要是通过对疾病诊疗进行分组
或折算分值，进行“打包”付费。

为更好适应临床实际， 新版 DRG
核心分组重点对重症医学、 血液免疫、
肿瘤、 烧伤、 口腔颌面外科等 13 个学
科，以及联合手术、复合手术问题进行
了优化完善， 升级后的核心分组共 409

组，较上一版增加 33 组；新版 DIP 病种
库包括核心病种 9520 组， 较上一版减
少 2033 组。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
黄心宇介绍，DRG/DIP 付费 2.0 版分组
方案对落地执行、医保费用结算清算以
及医保医疗协同改革等提出要求。

在新版分组落地执行方面，原则上
2024 年新开展 DRG/DIP 付费的统筹

地区直接使用 2.0 版分组， 已经开展的
统筹地区应在 2024 年底前完成 2.0 版
的切换准备工作； 在确保 DRG 核心分
组、DIP 病种库分组规则全国一致的基
础上， 各地可结合实际调整本地分组；
对因住院时间长、医疗费用高、新药耗
新技术使用、复杂危重症或多学科联合
诊疗等不适合按 DRG/DIP 标准支付的
病例，医疗结构可自主申报特例单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