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近日，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省财政厅发

布《关于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

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实施细

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明确

举报人可按被骗取基金金额的百

分比获得奖励，最高奖励额度不

超过 10万元。

《实施细则》明确的欺诈骗保

行为主体包括医疗保障经办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定点医药机构及

其工作人员以及个人 3类。

《实施细则》将欺诈骗保行为

分为 5 大类，如为不属于医保范

围的人员办理医保待遇手续的；

通过伪造、隐匿、销毁医学文书、

医学证明等有关资料或虚构医

药服务项目等方式，骗取医保基

金支出的；诱导、协助他人冒名

或虚假就医、购药，提供虚假证

明材料，或串通他人虚开费用单

据的；虚构医药服务项目的；将

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

用的；重复享受医保待遇的；使

用他人医疗保障凭证冒名就医、

购药等行为。

《实施细则》规定，医疗保障

行政部门可按举报线索中查实欺

诈骗保金额的一定比例，对符合

条件的举报人予以奖励，每起案

件 最 高 奖 励 额 度 不 超 过 10 万

元。依举报内容与违法违规行为

查证结果、举报人协助查处工作

情况，将奖励分为 3个等级。

举报需满足 3 个条件，一是

举报人应有明确的被举报对象和具体的违法事实或违法犯罪

线索。二是举报的内容事先未被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发现或掌

握。三是举报情况经查证属实，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或因

举报避免医疗保障基金损失。

《实施细则》规定，举报人可通过官方网站、电话、APP 等

方式，向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所在地、上级医疗

保障行政部门进行实名或匿名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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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康乃馨”行动优化社保服务
本报讯（记者黄榆）记者近日从云南省人社厅获悉，2 月

以来，该省人社系统组织开展社保服务“康乃馨”行动，组建社

保服务先锋队，为职工群众提供点对点、面对面的优质高效社

保服务。活动中，服务先锋队主动开展政策宣传、简便业务经

办，切实推动作风转变、效能提升。截至目前，已吸纳社保服

务先锋队员 5000 余名，开展活动 140 多场次，服务职工群众

10万余人次。

据了解，在“康乃馨”行动中，人社部门为被征地农民、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开展缴费

补贴政策宣传。社保服务先锋队推行一线工作法，走进未参

保企业宣传社保政策法规，协助应参未参人员积极参保，帮助

缴费困难群体落实政府代缴政策。对在服务中发现的问题，

特别是群众反映突出的“急难愁盼怨”问题，深入分析原因，找

准问题症结，及时予以解决。针对企业职工正常退休时养老

保险业务经办标准全省不统一的情况，制定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正常退休业务经办指南，解决各地对政策理解不一致、同类

情况在不同地方办理结果不同的问题。

目前，该省已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待遇领

取、查询咨询“三个不出村”，昆明市内所有工商银行网点实现

8 项社保业务就近办。对高龄、残疾、独居、失能老人等特殊

群体开展适老关爱服务，提供“上门办”等特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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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本报记者 邓崎凡

老于今年 72岁了，这几天他和老伴忙得

团团转。一周前，儿媳妇刚生老二，还没出

院，儿子也在医院陪护，剩下老两口带着 3岁

半的孙女在家。一天中，他们唯一能稍微放

松的时候是带孩子下楼，“她和小区里的小朋

友玩，自己也能坐在旁边歇会儿。”

老于是山东济宁人，3 年前来到北京照

看孙女。“老都老了，还要到一个新地方‘重

新上岗’。”老于不时感慨。现在，像老于这

样为支持儿女事业、照料第三代而背井离

乡，来到子女工作城市的随迁老人，被称为

“老漂族”。

对大部分“老漂族”而言，他们面临着一

个相似的处境：一方面，晚年能和子孙团聚；

另一方面，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承受着身心

双重压力。同时，在公共服务方面，这些老人

还面临着一道“福利鸿沟”。

融不进、回不去

老于所在的小区不大，总共 300来户人，

经常和他一起带孙子的外地老人有 10 多

个。这 10 多个人是他们彼此在北京唯一的

社交圈。

一对来自江西的老人，因为说话有口

音，一直不敢和别人聊天，感觉“融不进北京

的生活”。

今年 63岁的李建华，女儿的房子面积不

到 60平方米，这让住惯了老家大房子的她觉

得在厨房里转个身都很困难，时常感觉“烦躁

憋闷”。

一位山西的老人说，在儿子儿媳家，自己

连说话都要格外注意。小两口很多生活习惯

和自己不同，很多事“要看孩子的脸色”。

早前，有关媒体一项针对“老漂族”的调

查显示，71.5%的人表示“社交圈子窄，会孤独

寂寞”；59.2%的人称“与子女生活习惯不同，

容易产生矛盾”；56.9%的人表示“来到陌生城

市，会无所适从”；49.7%的人认为“子女条件

有限，老人被动分居”。

语言沟通、生活方式、城乡习俗、社会交

往等，都会给“老漂族”在异乡的生活带来不

适应。

有好几次，老于和老伴儿商量，让孩子自

己请保姆，老两口回老家过几天舒坦日子，但

是看看每天早出晚归的子女，想想他们的经

济压力，再看看爷爷奶奶叫个不停的孙辈，话

到嘴边又收了回去。

这几乎是所有随迁老人的共同处境：难

以融入当地，但是又舍不得、放不下。

缺失的“福利”

相比于社交、心理方面的问题，对“老漂

族”而言，更大的无奈来自以医保为代表的

“福利鸿沟”。

老李退休前是黑龙江某林场的职工，每

月退休金只有两三千元。老李患有心脏病、

高血压等慢性病，长年不断药。“在北京看病，

门诊不报销，需要自费。我们那点钱，去两趟

医院就没有了。”老李的解决办法是，只要有

机会回老家，就拿着医保卡去开药，开药有时

间限制，要想办法找找熟人，多跑几家医院，

一次开足半年的量。“真希望能早点享受到门

诊费用的跨省结算政策。”老李说。

像老李这样的“背药”老人不在少数。

2016 年，全国范围内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开始实施。这让许多随迁老人从中受益。

去年 2 月起，27 个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结算试

点省份实现互联互通，启动试运行，政策正逐

渐向随迁老人覆盖。

受户籍影响，一些城市的公共服务优待

等政策也将“老漂族”排除在外。比如有的城

市公交车免票政策、公园门票减免政策只限

于本地户籍；助餐、助洁、助医等社区公共服

务也很难惠及随迁老人。

“福利”的缺失，让“老漂族”在异乡的生

活更像融不进去的“外乡人”。

让异乡的晚年过得更好

如何让“老漂族”的晚年过得更好，引起

很多专家的关注和探讨。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随迁老人照

顾孙辈的压力倍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

院教授李玲指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拓宽

福利覆盖面，既要增强对随迁老人的制度支

持，又要加大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投入力

度。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

养育、教育成本，进一步改善婴幼儿照护服

务供给，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随迁老人抚育

幼儿的压力。

针对随迁老人的就医难题，上海开放大

学管理系主任孙慧建议，统一就医异地结算

标准，搭建协作管理平台。孙慧介绍说，目

前，长三角区域的沪苏浙三地已经完成初步

的信息互通互联，实现了门诊急诊免备案直

接结算、跨省统一医保经办。异地就医信息

协作管理平台有其可行性和优越性。她认

为，构建全国就诊信息统一数据库、统一信息

系统，整合网络信息，能进一步简化异地就医

流程，提高就医效率。

为解决因户籍带来的公共服务壁垒，李

玲建议，持续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

化，切实让随迁老人享受到诸如公交出行、公

共文化服务、医疗保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避

免因经济、身体方面的原因造成家庭照料供

给不足。

除了随迁老人自身和家人，社区是帮助

他们融入社会的重要载体。据悉，“十四五”

末我国将建成 5000 个示范性城乡老年友好

型社区，提升社区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老年

人在居住环境、养老服务、社会参与等方面的

需求。专家表示，社区在帮助“老漂族”融入

当地生活方面，理应有更多作为。

手把手传技 面对面带富

以促进农民增收为重点 以开展技能培训为助推

巍 山 风 味 飘 出 大 山 的 奥 秘
本报记者 赵黎浩

清晨，走在古朴典雅的巍山古城，小吃店

家生起了炉火，大街小巷逐渐弥漫开各种美

食诱人的香气。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

治县被誉为“中国名小吃之乡”。近年来，该

县以促进农民增收为重点，以发展小吃产业

为中心，以开展技能培训为助力，培育打造

“巍山乡厨”特色劳务品牌。2021年 6月，“巍

山乡厨”被人社部列为全国典型劳务品牌。

如今，越来越多巍山人乘着劳务品牌的

东风，习得一身厨艺，把巍山风味带出大山。

历史的回响与后人的创新

巍山小吃最具代表性的要数 肉饵丝，

它有着 1300多年的历史，相传是唐朝时期的

南诏国第一代王细奴逻发明的。

作为家中第五代传人，“巍山乡厨”黄家

柱在 2020 年被评为大理州第五批州级非遗

传承人。她接手家里的老黄嫂饵丝店，一干

就是 32 年。为了将 肉饵丝做好，她每天

下午 4 点便开始烧猪肉，然后浸泡 2 小时，7
点开始洗肉，8点把肉炖上，直到第二天早上

6点出锅。她告诉记者，虽然程序复杂，但要

认认真真坚守工序才能烹制出原汁原味的

肉饵丝。

带着历史的财富走向未来，巍山县不遗

余力打好“巍山乡厨”劳务品牌这张亮丽的名

片，乡厨们不断创新，使这一劳务品牌影响力

越来越大。

谈起“千人同吃大碗饵丝”的场景，黄家

柱脸上挂满了自豪。在 2016年巍山县第六届

小吃节上，她在直径 1.9米、高 0.9米的木质大

碗里煮 130 斤饵丝，仅用 8 分钟，成功申报了

最大碗 肉饵丝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

10 多年来，在巍山古城，昆师傅饭庄的

厨师杨昆华最引以为傲的是，经过 8年尝试，

他恢复了 1300 多年前的南诏王宫廷菜——

网油桃仁焦肝。凭借这道菜，杨昆华获得了

传承技艺贡献奖。

杨昆华一直在琢磨一桌野生菌宴，他告

诉记者，夏天的巍山，山里野生菌很多，有近

50 种可以食用，要根据每种菌的特点用不同

的方法烹饪：见手青属于高温菌需要过油煎，

鸡油菌、青头菌适合炖煮，老人头菌焯水后加

柠檬、小米辣来凉拌，黑鸡枞菌可以蒸……立

足本地原料和技术，在做法上加以创新，杨昆

华开发出一桌野生菌宴席。

15年间，杨昆华创新了近 40种菜品。

以培训促就业树品牌

“年龄大了不好找工作，但如果会做几个

特色菜，开个小吃店生意会不错。”53 岁的巍

山县大仓镇小河村委会村民邓丽春告诉记

者，亲戚在深圳打工时看到巍山小吃店很受

欢迎，自己也打算出去开个小吃店，把巍山的

风味小吃带出去。

刚好，邓丽春赶上了当地在打造“巍山乡

厨”劳务品牌过程中组织的技能培训。她参

加了 3 期培训，回到家后就可以把新学的菜

做出来给家人品尝。吃完饭后她还会看网

课，摘录重点，“出去打工、创业都需要有一技

之长。”邓丽春说。

巍山县就业局局长阿连芳介绍说，立足

“巍山乡厨”劳务品牌，该县组织实施精准培

训，通过采取“技能培训+劳务输出+产品外

销”的“一条龙服务”模式，有效提高了从业人

员的技能水平，为劳务品牌打造提供了人才

支持，同时助力全县农村劳动力实现高质量

就业。

“巍山乡厨”劳务品牌给当地带来了什

么？阿连芳向记者展示了一些细节与数据：

5 年来，共开展技能培训 3 万多人次，其中，

培训厨师 5000 多人；2011 年至 2019 年，该县

连续举办九届小吃节，每年带动就业创业

5000 多人；依托县东莲花美食文化旅游创业

园，搭建就业创业平台，每年带动 800 多户

2000 多人就业创业；把有技术、有经验的农

民工“请回来”创业，达到“创业一人，带动一

方”的效果；5 年来，扶持创业 3804 人，带动

就业 1.2万人……

挖掘资源升级品牌

当前，借助“巍山乡厨”品牌效应，巍山县

计划用 3年至 5年时间在全国打造 1000家优

质巍山小吃连锁店，带动 5000 人以上就业，

进一步打响“巍山乡厨”劳务品牌，促进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

记者注意到，在“巍山乡厨”劳务品牌建

设过程中，当地也面临着专业的实训基地少、

带头人的培养力度不够、暂时没有形成完整

规范的乡厨评选标准和品牌标准等问题。为

此，阿连芳表示，今后，将充分挖掘利用巍山

县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旅游业结合来不断升级

“巍山乡厨”劳务品牌。

“目前，‘巍山乡厨’从业人员约 1 万人，

带动就业 4 万多人，劳务经济年收入达 12 亿

元。”阿连芳说，下一步，巍山将重点发展小吃

产业，由县内著名滇菜大师、小吃名店负责培

训 3000 名厨师，同时依托职业培训机构，分

批培训服务员 2万名，发展壮大厨师队伍，让

“巍山乡厨”劳务品牌越叫越响。灯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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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村民在景宁县毛垟乡苔藓文化园学习苔藓画
制作技术。

近日，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在毛垟乡举办多场
苔藓种植养护、产品加工、绿化工程等技术培训，为从事苔藓
特色种植的村民拓宽增收门路。 新华社发（李肃人 摄）

叫响劳务品牌 提升就业质量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4月 12日至 13日，京冀地区职业技

能培训机构教师线上教学能力提升培训会启动，来自京冀地

区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的 1300余名教职工参加免费培训。

据悉，北京市人社局在“局处长走流程”活动中发现，该市

部分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有着提升培训能力的需求。为解

决这一问题，进一步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市人社局组织民

办培训机构开展线上培训。在服务本市机构的同时向外辐

射，为河北部分地区同步提供相应的培训服务，力争通过培训

提高机构师资的网络化教学水平，促进京冀培训资源共享和

融合。

在之前的需求调查中发现，培训机构教师提出，“希望借

助培训平台打破照本宣科教学模式，增加课堂互动环节；希望

学习更适用于网络教学的方法和培训模式，提高学员的关注

度；希望学习制作教案和网上课件，让新教师尽快上手……”

针对这些具体问题，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认真统筹，科学设

计课程及内容，在培训中主要开展四方面内容，包括在线教学

与在线深度学习、同步/异步在线教学设计与实施、直播教学

实施和线上教学平台应用实战，实现线上培训全要素、全流程

展示教学。

“下一步，将根据广大教职工提升能力的具体需求，持续

开展机构师资线上培训工作，减轻疫情对职业技能培训带来

的影响，推动京冀两地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协同发展。”北京市

人社局负责人说。

西宁“一企一策”
解决重点企业用工难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今年以来，为助力

企业发展，西宁市人社局坚持以“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为依托，实施“一企一策”精准

服务，通过基层招聘、专场招聘、云上送岗等

多种方式为企业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招聘

服务，保障企业用工。截至目前，累计为全市

重点企业解决用工近 6000人。

通过前期摸底，在了解到目前园区及

重点企业缺工总数，以及缺工主要以专业

技能型人才为主的情况后，西宁市人社部

门统筹谋划开展精准就业服务，充分利用

各类线上平台发布用工信息，服务保障重

点企业用工。结合公共就业专项活动，依

托网络直播平台，为 30 余家企业开展“直

播带岗”活动，在线直播点击量突破 5.6 万

人次。

此外，该市还携手西安、兰州、银川等地

人社部门联合举办网络视频招聘会。全市

19 家重点企业采取“网络视频双选会+视频

面试”方式参加招聘会，有效提高了招聘工

作的效率和就业信息化水平。今后，还将加

大与企业精准对接力度，指导企业加强校企

合作，改善用工环境，大力开展企业职工技

能培训，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全力保障

企业用工。

北京免费培训京冀职业技能培训师

4月14日，在湖南长沙中南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学生在面试前化妆。
为助力学生求学求职，中南大学为考研和求职的学生准备了多个网络面试间，房间内

有专用网络，同时还配有手机支架、补光灯等专业设备。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网络面试间”
助力升学求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