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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卫生健康工作怎么干
政府工作报告划重点

2024年卫生健康10项重点工作

2024年卫生健康其他相关工作

（健康报）

方便快捷
一“码”走完就医全流程
新春伊始，记者在福建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的门诊大楼内观察发
现，手持医保码自助服务已成为大多
数就诊者的习惯。病人凭着一个

“码”，即可走完就诊、检查检验、取药、
结算全流程，就像拿着付款码购物一
样，还可以实时查到每一笔结算费
用。

“现在在我们医院门诊，医保码
使用率能达到 80%左右。”附一医院

门诊部副护士长陈秀清
告诉记者：“一旦使用过
医保码，（患者）后续使用
的意愿还是较高的。”

与面对任何新事物一
样，人们对医保码的接纳
也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2021年开始大面积
推行医保码时，因为首次
激活程序步骤较多，常常
被患者质疑。”附一医院医
保办主任林振吕回忆，当
时，为了让更多患者使用
医保码，全院上下“人人都
是宣传员”。从综合服务
窗口、志愿者到医护人员，医院上下都
在引导患者使用医保码。

如今，在医院门诊大厅、门诊等候
区、叫号区、诊室内等，仍随处可见医
保码的扫码宣传和使用方法。

当然，真正让越来越多老百姓选
择使用医保码就医购药，还是因为良
好的亲身体验。

“我觉得除了不用带卡外，使用医

保码最方便的在于移动支付。”46岁的
林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用医保码
进行诊间结算特别方便，“以前就诊后
要到自助机上结算后才能进行下一步

检查或者取药，遇到人
多的时候要等很久。
现在从诊室出来直接
手机点一下，就可以边
走边结算，不用排队不
用等待，方便很多。”

林振吕表示，以
往，挂号取号、缴费排
队耗费了患者大量时
间。如今，对于参保人
来说，就诊前可通过诸
多线上渠道实现预约
挂号，结算时使用医保
码 完 成 线 上 医 保 支
付。患者在院时间大

大缩短，医院的就诊秩序和运转效率
有力地提升了。

来自福建医保局的数据进一步说
明了医保码的受欢迎程度：截至2024
年 1 月，我省 3700 余万人激活医保
码，220 家医院开通医保移动支付，
完成 885 万笔医保移动支付结算交
易，实现2.14亿次公共服务访问。

（下转10版）

看病买药一“码”通行
凭“好用”吸引我省3700万人

医院内随处可见医
保码的宣传标识

就诊群众在护士的指导下使用
医保码取号

□本报记者 刘伟芳 叶秀月
“还好能用手机扫码，不

然就又白跑一趟了。”在福建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带着
孩子来就医的李女士告诉记
者：“刚才接到老师电话，说孩
子上课上一半突然肚子疼得
厉害，赶紧带去医院看看。因
为接了电话走得匆忙，忘记带
医保卡了，还好之前绑定过医
保亲情账户，省事多了。”

近年来，在福建看病就
诊，患者感受到越来越多的
新变化：走进医院，无需携带
医保卡就能体验全流程服
务；家里老人、小孩看病不
便，绑定“亲情账户”，就能帮
其预约挂号和医保结算……

这些都得益于医保码的
“一码通”。参保人激活医保
码后，仅需一部手机，就能享
受从预约挂号、费用结算到送
药上门的一系列就医购药的
便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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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继续做好重点传染病防控。
●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30元。
●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
●推动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完善国家药
品集中采购制度，强化医保基金使用常态化

监管，落实和完善异地就医结算。
●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以患者为中心改善医
疗服务，推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着眼推进分级诊疗，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基层，加强县乡村医疗服务协同联动，扩大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性病、常见病用药种类。

●加快补齐儿科、老年医学、精神卫生、医疗
护理等服务短板。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加强中医优势专科
建设。
●深入开展健康中国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
筑牢人民群众健康防线。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

强城乡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加大农村养

老服务补短板力度。推进建立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

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优化生育假期制

度，完善经营主体用工成本合理共担机制，

多渠道增加托育服务供给，减轻家庭生育、

养育、教育负担。

加强残疾预防和康复服务，完善重度残

疾人托养照护政策。

●严格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等安全监管。

保障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

●加强无障碍、适老化设施建设，打造宜居、

智慧、韧性城市。

●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积极推动数字、绿色、创新、健康、文旅、减贫

等领域合作。

●加快前沿新兴氢能、新材料、创新药等产

业发展，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

经济等新增长引擎。开辟量子技术、生命科

学等新赛道，创建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

●加强健康、养老等民生科技研发应用。

●实施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促进

政策。推动养老、育幼、家政等服务扩容提

质，支持社会力量提供社区服务。

●推进财税金融等领域改革。深化收入分

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养老服务等社会民

生领域改革。

●加大吸引外资力度。放宽电信、医疗等服

务业市场准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