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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治县智青松多镇德合龙村的
牧民改勒，近年来因家人连续生病
治疗，常与在久治县政务服务中心
办公的中国人寿保险玛沁支公司经
办人员杨指联系，解决看病医药费
报销事宜。

3月 14日，杨指正忙着给办事群
众解决问题，改勒拿着妻子的住院
结算单等资料，来报销费用。“2020
年，家人到四川阿坝看病，能报销
44.44%，现在，有了新的医保‘一卡
通’政策，不论在青海还是在四川看
病，报销比例都能达到 70%，这个特
别好。”他说，去年自己靠放牧收入
有 4万元左右，再加上有有城镇居民
医保，一家人看病压力大大减轻了。

智青松多镇离四川较近，居民
有跨省看病的习惯，医保“一卡通”

让当地居民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医
保实惠。杨指介绍，今年 3 月，医保

“一卡通”对异地就医不再限制年龄
等条件，一般看病就医人员在四川
阿坝地区能享受 70%的报销比例，
在成都看病能享受 60%的报销比
例。同时，当地地广人稀，“一卡通”
解决了群众办事难的问题。“从离久
治县最近的哇赛乡到政务服务中心
办事，开车要走 100多公里。通过异
地就医备案，不用增加手续，甚至委
托人或打个电话，不用跑路就能完
成异地就医备案，给群众省了很多
事。”杨指说。

在此次主题采访活动中，从大
病初愈的人脸上，看到的是医保政
策给他们带来的安心，和不用为付
不起医药费而发愁的坦然，这让我

们切实感受到，不断优化的医保政
策，正在为更多有需要的群众增加
一道生活保险，把方便与实惠送到
最合适的地方。

蜿蜒5000余公里的黄河，是大自然赠予中华民族的厚礼。她为西北地区带来了宝贵的水资源，在中下游地区形
成宽广富饶的冲积大平原，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华夏文明的精神特质，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
史演变。党的十八大以来，青海境内沿黄流域居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变。中国人寿青海省分公司联合西海都市报社
及驻青央媒，开展以“清清黄河行 书写新篇章”为主题的大型采访活动，深入沿黄流域青海境内的15个县，用镜头和
文字记录百姓生活变化的感人故事，展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以来，这15个县做好黄河文章的
生动实践，以及中国人寿用心服务带给当地群众生活的新变化。

此次活动，将通过西海全媒体全程记录，西海都市报官方视频号、抖音、快手、B站、微博、App，链接参与本次活
动的其他同行媒体，多方位展开报道。

3月13日，“清清黄河行 书写新篇章”活动采访组，驱车从西宁一路向西，走进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久治县，了
解当地群众的生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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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的太阳照在清澈的
格曲河上，薄冰正在融化，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大武
乡日进村 27 岁的拉毛杰的
心情，也像河水一样更加清
亮 起 来 。“2021 年 报 销 了
50%，今年我的医药费报销
了 87%，看病就医心里更踏
实。”这对患病 8 年的拉毛杰
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帮助。

医保报销“多快省”

农牧民看病报销更方便了

2015年，19岁的拉毛杰时常感到头
痛、吃不下饭，到医院检查发现肾脏出
了问题，被确诊为尿毒症，于是开始做
透析治疗。“治好孩子的病比什么都重
要。”家人带他到省内外各大医院治疗，
最终决定给他换肾。边治疗边等待，两
年没找到合适的肾源，母亲担心儿子健
康，提出捐一个肾脏给孩子。

“我不愿意。”拉毛杰不想连累母
亲，可母亲一再坚持。2017年母子二人
进入手术室，拉毛杰的右肾换上了母亲
的肾脏。住院 4年多，为给他治病，家中
卖掉了牛羊，花光了积蓄。术后他需要
长期吃抗排异药物，一年下来医药费需
要 10万元左右。得知他的情况后，当地
相关部门为他申请了低保，住院花费能
报销 90%，大大减轻了家庭医疗支出压
力。

“治疗不能断，听说政府有大病救
助政策，我们去试一试。”亲友们把在政
策宣讲活动中听到的好消息，告诉了拉
毛杰一家，并帮忙去申请。

“真的申请到了，而且从 1万元到 10
万 元 ，根 据 看 病 情 况 ，救 助 得 越 来 越
多。”2018 年，还在外地就医的拉毛杰，
在亲友的提议和帮助下，顺利申请到大
病医保救助。拉毛杰说，虽然这些年反
复住院，不停吃药花费很多，但救助政
策给了他们一家人极大的帮助，家庭没
有因病致贫。

玛沁县政务服务大厅医保窗口审核
员中国人寿保险玛沁支公司员工才忠
吉经常为拉毛杰做审核，她表示，今年
第一次看到他自己拿着报销资料到窗
口时，心中为他的病情好转感到高兴。

作为医改试点省份，青海省在
全国率先推行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省级统筹，实现参保范围、政策待
遇、基金管理、经办服务和信息系
统“五统一”和基金的统收、统支、
统管。

据了解，青海省医保部门持续
抓好城乡居民医保统筹工作，注重
在提升待遇、优化服务上下功夫。
2022 年，青海省再次调整城乡居民
医保筹资标准，我省城乡居民医保
人均筹资标准提高到 1030元。城乡
居民大病保险人均筹资标准 95 元，

参保群众个人不缴费。支付范围由
一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扩大到所
有定点医疗机构；二级及以下、三级
定点医疗机构基金支付比例分别达
到 70%、50%。每一名参保的城乡居
民每年门诊就医可享受的保障金额
增加了，可选择的医疗机构也多了
不少，带来的实惠立竿见影。

同时，畅通困难群众参保缴费
“绿色通道”，参保不受集中缴费期
限制，确保随时办理参保、及时落实
补助、即时享受待遇，有效防范化解
因病致贫返贫风险。

病患看病用钱比较着急，才忠
吉作为医保审批经办人，经常加班
加点工作，就是想尽快让病患拿到
报销款。据她介绍，2012 年时，果
洛州医保结算方式为手工结算，而
且结算单制式不统一，报销要跑三
个部门，病患拿到报销款的时间比
较长。 2016 年果洛州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5 个工作日内完成报
销，大大提高了结算准确率，缩短
了结算时间，2018 年，青海省医疗
保障信息平台上线，真正实现让群
众少跑路。

尽快让病患拿到报销款尽快让病患拿到报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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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采访组在久治县政务本报采访组在久治县政务
服务中心医保窗口采访服务中心医保窗口采访。。

本报采访组来到久治县政务服务中心采访本报采访组来到久治县政务服务中心采访。。

当地群众在久治县政务服当地群众在久治县政务服
务中心医保窗口咨询务中心医保窗口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