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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代西
“在家门口就能解决问题，真是越来越方便了。”近日，家住福建省南安市洪濑镇洪南社区的居民孙卫

东仅花了7分钟，就在乡镇便民服务中心为孙子办理好了新生儿参保登记业务。他难掩欣喜，这放在以
前，还得从镇上转车前往市、区政府办事大厅排长队办理，费时间不说，万一材料没备齐，还要来回折腾。

近年来，福建省医保局持续深化医保领域“放管服”改革，创新建立乡村医保“帮代办”服务体系，升级
改造医保基层代办子系统，实现线下线上服务融合，打造“15分钟医保服务圈”，全省培训上岗1.1万多名
医保代办员，将医保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切实解决基层群众，特别是边远地区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截至目前，全省17320个基层代办网点办件量超29.5万件，基层医保“帮代办”服务初见规模效应，
八闽百姓生活的幸福指数再攀新高。

便民实招“帮代办”基层百姓有“医”靠
省医保局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筱埕镇便民服务中心医保办理窗口

▲永春县医保流动服务站进村（社
区）为群众办理医保业务 郑丽婷/摄

福建多山，八山一水一分田，有福
之地丘陵连绵。为了让医保“帮代办”
服务触角尽可能地延伸到每个角落，福
建省各级医保部门可谓是做足了功夫。

在泉州市永春县，为了解决地处偏
远的村民办理医保服务“出行不便、流程
复杂”等痛点问题，医保部门把乡村医保
经办由“固定窗口”变为“流动窗口”，在
22个乡镇人口较为集中、44个留守老人
较多的村（社区）设立了医保流动服务
站，定期组织医保经办人员、永春县总医
院专家到村（社区）为群众办理医保业
务，开展医疗巡诊服务，推动医保+医疗

“双医联动”向边远基层延伸。自医保流
动服务站活动启动以来，共计为边远地
区群众办理门诊慢特病登记194人、政
策咨询等医保服务逾500人次。

另一方面，永春医保部门联合永
春县总医院创建专家巡诊小组，定期
组织医保服务人员和总医院专家下沉
一线，在全县范围内，为农村独居老
人、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患重大疾病的
困难群体提供健康管理及开具诊断证
明等诊疗服务，推动“进城办”到“家门
口办”的办理模式转型。截至目前，永
春县该项服务主动靠前为基层群众办
理“两病”申报超1000例。

与此同时，永春县还依托县、乡、
村三级网格体系，建立健全挂钩联系
回访制度，将全县划分为13个片区、22
个网格点，明确38位挂钩联系人，对农
村困难人口进行动态监测管理，确保
基层困难保障对象的医保服务问题能
够得到及时高效解决。

福建医保部门这一系列化“被动
等”为“主动送”的经办服务新模式，让
基层医保服务的“新触角”得以进一步
延伸，有效提升基层参保群众的获得
感与幸福感。

留守老人、小孩作为医保服
务的重点人群之一，如何为不善
于使用智能手机，且子女、父母不
在身边的他们提供更加细致周全
的医保“帮代办”服务，成为福建
省医保部门共同关注的问题。

日前，在南安市向阳乡卓厝
村，乡村医保代办员李全发为村
里一对留守老年夫妻代办了医保
参保缴费业务。

80多岁的卓厝村居民老李和
妻子在这个南安市最北的偏远山
村相依为命。老李家两儿子均外
出打工。由于对医保认知不足，在
老李身体还康健的时候，夫妻俩并
未把及时参保缴费放在心上。

天有不测风云，老李突然罹患
了中风，医药费成了家里一笔较大
的开销。李全发上门动员他们及时
参保，几度敲响老李家大门后，他了

解了两位老人的顾虑和困难。在李
全发对医保政策耐心的解释和引导
下，老人的大儿子欣然同意由兄弟
俩来承担父母的参保费用。

费用有了解决办法，医保“帮
代办”服务也为出行不便的老李提
供了很大的便利。李全发上门为
老李夫妇提供面对面说明和手把
手指导，收集办理材料后，他登录
福建省医保服务代办子系统，将老
李夫妻户口相关页面信息拍照上
传，在手机上就为两位老人办好了
参保缴费业务。卓厝村这对留守
老人的参保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为了“家门口的医保”实现
“就近办理，当场办结”，福建省医
保系统将参保登记缴费、信息查
询及变更、异地就医备案、零星
（手工）报销初审等至少7项医保
政务服务事项业务办理权限下放

乡镇（街道）村（社区），同步通过
升级改造医保基层代办子系统，
开放医保代办员可以通过外网登
录医保系统办理业务，有效解决
乡村网络条件不稳定的难题，实
现40余项线上医保经办业务下沉
到村（社区）帮代办服务点，切实
推动便捷的“掌上办”医保智能业
务在基层能开展、有保障。

“这为村民，特别是留守对象
及其家属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
们也能进一步地扩大医保参保的
覆盖面。”泉州市医保中心南安分
中心工作人员周丽君告诉记者。

同孙卫东一样，南安洪濑镇近
9 万名参保人员在乡镇便民服务
中心就可办理参保登记、参保信息
变更、异地就医人员备案等19项
医保业务，村（社区）医保代办点也
下放了包括职工参保、异地安置退
休人员备案等10项业务。

“帮代办”服务实施以来，洪濑
镇平均每月能办理医保业务80余
件。“帮代办”服务带来的便利调动
了居民办理医保业务的主动性。

这只是福建省医保政务服务
“帮代办”的一个缩影。

2022年，福建省医保局出台《福
建省优化医保领域便民服务十二条
措施》，构建省市县乡（镇）村（社区）

五级医保服务体系，推进医保经办
服务在县级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并
持续向乡、村两级拓展延伸。

为了深入了解掌握基层医保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省医保
局调研队深入乡、村基层开展医
保服务情况现场察看、座谈交流，
针对性提出一揽子对策建议，重

点解决基层经办队伍不稳定、经
办能力不足等问题。

“全省医保经办系统实行人财
物市级垂直管理，‘乡有岗’‘村有
人’，乡镇（街道）配备医保服务专兼
职人员，村（社区）配备医保协理员，
经过培训后上岗，医保协理员可以
为身边的群众面对面帮办、代办医
保基础业务，确确实实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省医疗保障基金
中心主任康建设介绍说，截至9月
底，全省所有乡镇（街道）和村（社
区）政务或便民服务场所设立了帮
代办点，一个代办点配备一名乡村
医保帮代办人员为基层群众特别是
困难群众帮办、代办医保业务。

因地制宜创新服务
“医保+医疗”联动让群众
心心相“医”

▲乡村医保代办员李全发为
村民代办医保业务

超万名代办员服务一线 覆盖全省100%村（社区）

代办员上门服务 暖心举措让留守人群“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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