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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点 关 注焦 点 关 注

本报记者 钱培坚

每每看到长三角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
算试点不断推进的消息，在上海工作的青年职工
赵俊宇总在心里犯嘀咕，异地门诊实时报销后，
患者会不会蜂拥到上海看病，造成大医院看病
难？

大城市优质医疗资源集中但有限，赵俊宇的
担心不无道理。

“坦率地说，不仅是上海，其他‘坐拥’优质医
疗资源的城市及其参保人群，或多或少会有这样
的顾虑。”在近日召开的推动长三角地区医保一
体化发展论坛上，上海市医保局局长夏科家用一
组数据，为有这样就医焦虑的参保者吃下“定心
丸”。

这组数据显示，从去年 9 月到今年 10 月，上
海市通过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的总量是
40.38 万人。其中，上海参保人员在三省结算与
三省参保人员在上海结算的比例为 1:1.8。“可以
说，这是一件对大家都有便利，而不是对哪一方
有便利的事。”夏科家表示。

“异地就医比例并不大，可承受”

去年 9月，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三省一市
试点长三角地区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
目前，主要受益者包括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

长期居住人员、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和异地转诊人员
在内的 4 类人员。他们只需在所在地医保中心或
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办理异地备案手续，就能在就医
地开通异地门诊的医院使用医保卡直接结算。

试点 1 年多来，截至 10 月底，长三角异地就医
门诊费用直接结算涉及医疗总费用 8859.08 万元。
目前，异地门诊结算已覆盖长三角全部 41 个城市，
联网医疗机构达到 3800余家。

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方便了有需求的
参保者，但同时也有不少人担心，这会不会加重大
城市看病难的问题。

“不是说放开了老百姓就会涌到上海去看病，
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患者还是当地生活、当地工
作、当地结算。因为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较高，如
果参保者在考虑了这些成本后，还是愿意到上海看
病，那么说明他确实是有这个需求的，这是医保一
体化应当去优先解决的。”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教授罗力谈了他的看法。

对此观点，夏科家表示认同，“不管有没有实施
医保一体化，异地就医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和实际需
求，我们要做的是让参保者异地就医更加方便。以
前，老百姓来看病要带很多现金，看完病回去报
销。对于一些经济较为困难的参保者来说，他要先
借到钱才能来看病，回去再报销，看病的经历很复
杂，报销的过程很麻烦。而现在方便多了。”

夏科家告诉记者，“现在上海每年的门诊量是
2.6 亿人次，而通过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的
总量为 40.38 万人，这个比例并不大，在上海医疗资

源可承受范围之内。”

引导小病在属地诊疗

“事实上，异地就医结算的对象人群很清楚，就
是异地就业、异地创业和异地居住者。专门异地看
病的也有，但比例很小。”江苏省医保局局长周英表
示，跟踪 1 年下来，进到江苏看病和出江苏去看病
的数量是均衡的。“目前，各项医保政策中都有一个
引导合理就医的制度，即在政策上支持小病在属地
诊治。”

“要提高优质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必须实现
有序诊疗。”复旦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梁
鸿分析道。一些三甲医院为创收，大病小病、急病
慢病来者不拒，导致“三甲医院门庭若市、基层卫生
机构门可罗雀”的局面积重难返。他认为如果不能
实现有序诊疗，将会加剧看病难的问题。

“长三角一体化对推动分级诊疗是很好的契
机，可以从制度上规定，要异地就医必须分级管理，
通过建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帮助缺乏专业知
识的患者提升合理选择医疗机构就医的行为。”梁
鸿指出。

记者了解到，为避免小病大医、无序就医等现
象，试点地区也在积极推进分级诊疗，引导患者有
序就医。比如转诊必须由当地大医院开具转诊单，
如果不转诊就不能实现直接结算。

“要遵循分级诊疗的原则，小病要在社区就
医。”浙江省嘉善县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引导

参保人员小病到基层就诊，并在就医费用报销时，
对到县外就诊的适当降低报销比例，使政策起到杠
杆作用。

信息一体化建设有待加快

在推动长三角地区医保一体化的协作监督中，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深入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工
作的一线，与上海地区接受异地就医病人数量较多
的华山、瑞金等综合性医院，以及眼耳鼻喉、肺科、
儿童医学中心等专科医院的医保部门负责人进行
座谈交流。

“通过深入交流，我们了解到，现在信息一体化
速度还跟不上政策一体化速度，部分异地就医人员
在刷卡结算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系统不稳定的现
象，还需加快一体化信息平台的开发建设。”上海市
人大常委会社建委主任委员应雪云指出。

“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患者提出结
算不方便，有时卡，有时掉线。”安徽省医保局局长
金维加表示。

当前，异地就医结算全面铺开，但由于全国的
数据编码、医保报销目录不统一等，常出现信息不
匹配等问题，给患者带来诸多不便。按照国家医保
局的规划，将对医保疾病诊断、医疗服务、药品、医
用耗材等 15 项信息启用全国统一业务编码，并于
2020 年建成统一的医保信息系统。届时，参保居民
将使用统一的医保电子凭证，异地就医结算也将更
加便捷。

异地门诊可报销,大医院会不会被挤爆？
专业人士表示，“异地就医结算的对象人群很清楚，就是异地就业、异地创业和异地

居住者。专门异地看病的也有，但比例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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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昱霖

密集出台的鼓励政策、巨额的资金支持、明确的
时间及目标规划，让职业教育成为近来社会关注的
热点。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的发展较为尴尬，一方面职
业院校和技工院校招生难，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对技
能人才的需求量大。现如今，政策“东风”来了，职业
教育发展的问题迎刃而解了吗？记者近日在河北采
访发现，实训设备不足、工匠之师难觅等问题，仍制
约着部分职校尤其是基层职校的发展及技能人才的
培养。

实训设备不先进、不够用

杨楠深耕职教多年。对于职业教育，他有颇多
感慨，“教学设备不足是困扰职教发展的一大难题。”

杨楠所掌管的学校有 3000多名学生，在河北县
级职教中心中，属发展较好的职业院校。即使这样，
教学设备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

“机械加工专业的学生上实训课时，仍在使用电
焊枪、气焊枪、淘汰的数控机床学技能，这与目前先
进的机械加工工艺无法匹配。汽修专业的学生，没
有一辆汽车可修，学生只能按书本理论想象汽车故
障。”说起这些，杨楠言语间有颇多无奈。

实训基地设备不先进、不够用的情况，在河北省
内众多职校中都存在。“我们学校的教学设备不能说
没换，但在我的印象里，学校应该至少有八九年没进
设备了。”石家庄某职业学校教师张芹说。

记者了解到，一些学校曾投入数百万元购买设

备，充实实训基地，让学生得到更多技能培训机会。
但几年后，又出先进设备，学校的设备面临更新换
代。这时，如果再投入大量资金、购置设备，学校倍
感“压力山大”。

对于这个问题，石家庄一家职业院校的部门负
责人表示，可以借鉴德国职业教育的“双元制”教学
模式，深化校企合作，由企业与学校共同完成培训工
作。其中，企业负责对学生进行技能方面的专业培
训。学生边工作边学习，不仅有利于推动其技术水
平与市场需求的对接，还能解决学校缺设备、设备落
后等问题。

“双师型”教师难招

“其实，我们学校就业率挺高的，90%以上。”说
起学生的就业率，张芹满是自豪，“还没等学生毕业，
就有企业来学校招人了。”

她任教的学校在石家庄地区的职校中“是数得
着的”。但说起生源，张芹变得有些沉默，“职校招生
不容易。为了招生，学校几乎全员上阵。”

生源一直困扰着职业院校的发展。“我希望孩子上
大学，不愿意孩子读职校。再说，读职校能学到什么

呢？”在随机采访中，一些家长多以这种口气回答记
者。职校成为学生考不上大学甚至高中的无奈选择。
其实，家长们的担心不无道理。不仅是生源问题，对于
职校而言，优秀的“双师型”教师可谓凤毛麟角。

“真正合格的职校教师，应该是‘双师型’，理论
课讲得生动精彩，实训课上设备操作如行云流水。”
杨楠说，但很多职业院校招进来的教师多是刚毕业
的大学生，理论知识够用，实践技能尚未达标。

高健生是石家庄一所职业院校的老师，他大学
学的是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初到职校任课，他有很
长一段时间无所适从，“读大学时，学校只教理论知
识，并无技能课程的学习，所以对具体的机械设备操
作一无所知。到职校工作后，才开始一边给学生讲
理论课，一边跟着其他老师学操作技能。”

大学生难以适应“双师型”教师工作，那么从企
业招聘技能大师可行吗？杨楠说，他们曾去企业聘
请高技能人才入校执教，但企业身份难入“事业编”，
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职校的人才引进。

要用待遇和发展留人

一位从技校毕业走进工厂成长起来的“大国

工匠”告诉记者，企业里的岗位基本划分为技术类、技
能类和管理类。与其他两类岗位相比，技能类职工不
仅工资存在差距，“成长通道”也较为狭窄。

“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高技能人才，这需要大力发
展技术教育。但现实是，用人导向加剧了职业院校的
发展困境。”全国人大代表、国网冀北唐山供电公司变
电运维室副主任李征说，现在很多单位招聘，动辄就要
名校毕业生，这对职业教育产生了冲击。

企业不断提高从业者入职门槛，让职校生心生失
落。河北一家生产型企业负责人说，近年他们公司不
再招职校毕业生，招工最低条件为本科。企业提高招
聘条件，这让想通过上职校找到工作的学生有了畏难
情绪，另寻他路。

今年出台的《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的通知》中提出，将支持技术技能人才凭技能提升待
遇，鼓励企业职务职级晋升和工资分配向关键岗位、生
产一线岗位和紧缺急需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倾斜。
对此，有专业人士建议，应尽快制定相关实施方案，“只
有从待遇、职业规划、晋升通道、工资分配等方面入手，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职校毕业学生的就业和发展问
题”。 （部分受访对象为化名）

实训设备不足 工匠之师难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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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发文加强药价常态化监管

以医保引导短缺药保供稳价

策划：李丹青 制图：肖婕妤

本报讯（记者李丹青）前段时间，有如冠心病患
者“救命药”硝酸甘油等药品短缺、药价不合理上涨
的新闻见诸报端。针对当前药价领域亟待解决的这
些问题，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关于做好当前药品价
格管理工作的意见》，将加强药品价格常态化监管，
强调重点以医保引导“药价”市场秩序的稳定。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指出，将深化药品集中
带量采购制度改革，坚持“带量采购、量价挂钩、招
采合一”的方向，促使药品价格回归合理水平，探索
实施按通用名制定医保药品支付标准并动态调整。

记者了解到，我国将依托省级药品招标采购机
构，推进建设区域性、全国性药品联盟采购机制，统

一编码、标准和功能规范。同时，医保部门将综合运
用监测预警、函询约谈、提醒告诫、成本调查、信用评
价和信息披露等手段，建立健全药品价格监管机制。

“比如，要建立价格供应异常变动监测预警机
制。”这位负责人指出，省级医保部门要依托省级药
品招标采购机构，完善药品供应和采购信息共享机

制，定期监测药品价格和供应变化情况。对价格、采购
数量、配送率等出现异常变动的，要及时调查了解情况
并妥善应对。同时监测和应对情况要定期报送国家医
保局。国家医保局集中整理分析后，向有关部门和地
方预警重点监管品种。

《意见》还对做好短缺药品保供稳价作出规定，允
许符合条件的短缺药品由企业直接报价挂网或医院自
主备案采购，并就直接挂网和备案采购的规则进行细
化等。医保基金对属于医保目录的短缺药品及时按规
定支付。医保部门不再按药品价格或费用高低制定公
布低价药品目录清单。

针对前期出现的少数药品价格异常变动问题，国
家医保局表示已开展监测、排查和分析，还将进一步
采取措施，防范短缺药品恶意涨价和非短缺药品“搭
车涨价”。

爱老幸福食堂

日前，在西宁市城西区新宁路社区养老院，工作人员正在给老人
系上围裙。

作为青藏高原最大城市，西宁市老年人口已接近40万人，空巢老
人多、困难老人多。西宁市试点推广既“管饱”又“走心”的“爱心幸福
食堂”，为统筹城乡居家养老破题。

新华社记者 张龙 摄

人社部

举办技工院校学生创业创新大赛
本报讯（记者李丹青）近日，人社部在合肥举办第一届

全国技工院校学生创业创新大赛决赛。大赛以“创业创新
成就梦想”为主题，旨在推进技工院校学生创业创新，促进
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据了解，大赛于 8 月启动，参赛选手为技工院校在校
生，参赛项目均是已创业或计划创业的项目。全国 300 余
所技工院校的 1000 多个项目参赛，共有 60 个项目入选决
赛、45个项目获奖。获奖项目在入驻园区、贴息贷款、培训
辅导、资金扶持等方面享受优先支持，一等奖获奖项目可作
为指导教师在评优评先、职称评审等方面的依据。

山东

职业年金投资增值超12亿元
本报讯（记者丛民 通讯员李圣禹）记者日前从山东省社

会保险事业中心获悉，山东于今年4月底率先启动职业年金
投资运营。截至11月底，累计划转投资500余亿元，增值超过
12亿元，投资收益率达到3.32%，发放职业年金待遇2.4亿元。

据介绍，直面基金归集难等实际情况，山东创新性提出
“成熟一市、启动一市”的思路，分批启动投资运营。在此基
础上，今年 4月省本级和济南、青岛、烟台 3市率先启动投资
运营，并于 5 月首次实现省级职业年金待遇发放。截至目
前，剩余 13市也已陆续启动投资运营。目前，山东 256.4万
名机关事业单位参保人员优先享受到了投资收益，26.1 万
名改革后退休人员的职业年金待遇实现了省级发放。

新疆

鼓励人才向基层流动
本报讯（记者吴铎思）为引导高层次紧缺人才到基层服

务，日前新疆印发《关于贯彻落实鼓励引导人才向艰苦边远
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意见的实施方案》，从加大基层人才补
充、鼓励人才创新创业、完善岗位设置管理和职称评审制度
等方面提出 18条具体措施。

《方案》要求，做好招录内地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到疆
工作；实施定向培养公费师范生计划，为基层补充合格教
师；建立基层免费医学生稳定补充渠道。在培育人才方面，
实施好国家人才工程和自治区天山、天池人才计划，培育和
补充急需紧缺人才。同时，增加收入政策倾斜，落实艰苦边
远地区津贴政策，支持对关键岗位建立特殊薪酬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