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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开局

□本报记者 陈坤
近日，在福建考察调研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康是幸
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健康是
1，其他是后面的 0，没有 1，再
多的0也没有意义。

“习总书记的讲话提到‘人民
至上’，可谓直抵民心，彰显我们
党始终不变的‘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
命。”福州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
任陈劲松表示，我市将深入贯彻
习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
神，推进医改从“以治病为中心”
向“以促进人民健康为中心”转
变。

2021 年，在抓疫情防控工作
不放松的同时，福州市将积极构
建“系统集成医改”模式，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谋划，研
究出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集成
改革实施意见，实施 180 余条、
一揽子的深化医改政策措施，
同步推进公共卫生、医疗、医保
等全领域改革，推进医改的系
统集成与协同高效，为新时期
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推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福州
医改”经验。

全面深化医改成果
构建“大卫生大健康”体系

抓公共卫生领域改革发展，
包括加强硬件设施建设。如在
滨海新城综合医院（二期）项目
建设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加快

推进福清市医院等 6 家县级医
疗机构新建及改扩建独立的传
染病区；抓好市疾控中心新址
建设等。此外，改革完善疾病
预防控制体制机制，开展卫生
应急核心能力建设也是该项工
作重点。

抓基层健康服务能力全面提
升。一是抓好基础硬件提升。二
是抓好软件服务能力提升。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方面，2021 年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府补助标准
提高到每人每年79元。基本医疗
服务能力方面，全面推进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实质性运作，深入开
展“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力争
50所以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达到
基本标准以上。

抓医疗服务体系高质量发
展。一是增加优质医疗资源供

给。推进孟超肝胆医院（福建省
肝病科学研究中心）、市中医院五
四北分院等 20 个重点项目建设，
2021 年 计 划 完 成 投 资 17.5 亿
元。二是加大专科建设力度。
实施医疗“培强、培优、培育”高
质量发展超越工程，继续推动市
级重点专科和医学中心建设，巩
固并提升临床疑难危重症诊疗
和科研创新能力。扎实推进滨
海新城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试点，5 月份建成并投入使
用。推进福清市医院、长乐区医
院县级重点专科、专科培养单位
建设。三是加快推动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研究出台《福州市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实施
意见》。积极配合市政协做好组
织开展《叙事-福州中医药文化
保护传承集体记忆》征编活动。

新建 11 家中医馆，力争到 2022
年实现基层医疗机构中医馆建
设全覆盖。

抓卫生健康信息化日趋完
善 。 加 快 建 设 区 域 卫 生 健 康
信 息 服 务 平 台 。 全 面 升 级 基
卫 系 统 软 硬 件 ，打 通 基 层 医
疗、妇幼保健管理与公共卫生
之 间 的 业 务 联 动 和 信 息 共
享 。 启 动 福 州 市 重 大 疫 情 综
合 管 理 系 统 和“ 智 慧 疾 控 ”平
台建设，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
试点工程建设。

提升人民群众、医务人
员获得感

医改稳步走，改出的是人民
群众和医务人员满满获得感。

一是让人民群众卫生健康的
获得感不断提升。深入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完善“一老一小”健康
服务。巩固拓展健康扶贫成果，
落实五年过渡期要求，健全防止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动态监测和
帮扶机制。

二是让人才队伍和科技创新
能力加快发展。一方面，改革
完善薪酬分配制度，激活疾控
机构内生动力，调动人员积极
性。另一方面，制定市属医疗
卫生单位紧缺急需专业目录，
加快引进紧缺急需专业人才。
推进医学科技创新发展，协同
科技部门推进市二医院、孟超
肝胆医院两家省级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建设。

□本报记者 邓剑云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数据

显示，我国失能人员已超4000万，
失能人员长期护理保障不足，成
为亟待解决的社会性问题。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国家设
立一项新的社会保险——“长期
护理保险”。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文扩大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城市名
单，其中包括福建福州。近日，福
州市医疗保障局印发《福州市长
期护理保险实施细则》。

什么是“长护险”？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及生育保险之外的社保“第六
险”，是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能为
长期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
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
务或资金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

贯彻落实长期护理保险试点
工作，能够有效减轻重度失能人
员家庭长期照护的生活压力及经

济负担。

哪些人可以参保？
保障对象为长期处于重度失

能状态的参保职工。
《实施细则》中提到，因年老、

疾病、伤残等导致生活不能自理，
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
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
申请通过评估认定的失能参保人
员，可按规定享受保障。

缴费标准如何？
长期护理保险保费与基本医

疗保险费同步缴纳，在试点阶段
由保费征缴部门从现行基本医疗
保险费中同步征收。

具体筹资标准：
（一）在职职工
由用人单位和个人缴费按1∶

1比例分担，分别都按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缴费基数的 0.125%缴纳，
试点期间，按月从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缴费中划拨（代扣代缴）。

（二）退休人员
按基本医疗保险划入个人账

户计算基数为缴费基数，由个人
按0.125%的比例，按月缴纳。

（三）灵活就业人员
参照用人单位职工以其基

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按 0.25%
的 比 例 缴 纳 长 期 护 理 保 险 保
费，应由单位缴纳部分从其缴
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中划拨；
个人按 0.125%的比例，全年一
次性缴纳。

可享受哪些服务？
（一）机构护理
1.医疗机构护理。指取得卫

生健康部门行政许可的医疗机
构，能为参保人员提供长期24小

时连续护理服务。
2.养老机构护理。指依法登

记并取得设立许可或备案的养老
机构，能为参保人员提供长期24
小时连续护理服务。

（二）居家护理
指在依法登记并取得民政部

门、卫健部门设立许可或备案的
养老服务机构、医疗机构，能为参
保人员提供上门护理服务。

注意：保障对象病情和失能
程度发生变化，护理方式可在机
构护理、居家护理间互相转换，从
转换变更的次日起按新的服务方
式享受服务护理待遇，不得重复。

提醒
长期护理保险不能单独参

保，前提是福州市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人员。

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不可与基
本医疗保险住院待遇同时享受。

目前，相关配套文件正在起
草中，待相关实施细则出台后，将
于近期启动实施。

福州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陈劲松

构建福州“系统集成医改”模式

福州市中医院外科病房楼落成，新增200多个床位（资料图）

福州“长护险”实施细则发布
给家中“躺床病人”带来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