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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讯集萃

□本报记者 知秋 通讯员 庄卫涛
“我妈妈这次从漳州到福州住

院花了 5500 多元，医保统筹报销
2400 多元，剩下 3000 多元费用都
通过家庭共济账户支付了，确确实
实降低经济压力。”11月初，在福州
上班的郑女士第一次体验了职工
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服务后为
这项医保服务点赞。郑女士和母
亲享受的家庭共济服务是福建省
自2019年起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探
索的一项医保惠民服务。

医保“家庭共济账户”
家人看病买药都能用
医保“家庭共济”，指职工医保

参保人通过创建家庭共济账户，划
拨个人账户的资金，授权共享给家
庭共济成员使用，如支付定点医药
机构看病购药费用、代缴城乡居民
医保费用等，让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里的资金可以在家庭共济成员间

流动，相当于全家组建了
一个医保“亲情网”。当
前，我省可以建立医保共
济的家庭成员包括共济

户主的配偶、父母和子女。
“以前，很多职工参保人医保

卡里的历年账户结余有不少资金，
但是给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老人
和孩子参保缴费、门诊看病却得掏
现金支付。医保家庭共济的开展，
打通了家庭成员间的医保账户，让
个人账户内历年结余资金‘活’起
来。”省医保局待遇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

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龙岩杨
大爷半年前患了肠胃病，按医嘱需
要用药一段时间，因为一部分药费
要自费，他舍不得花钱，每次病情
好点，就自己“偷偷”停药。儿子杨
先生听说了医保共济账户的功能
后，和父亲建立共济账户，并定期
划拨共济资金进去。“现在自费的
那部分药费直接通过家庭共济账
户支付了，我爸现在都准时去拿
药，按时吃药，病情也稳定了，我们
当子女的在外工作也放心多了。”

数据说明改革成效，截至目
前，我省已经创建172.94万余户家
庭共济账户，基金支出37.15亿元，
其中城乡居民就诊支出57.36%，实
现个人账户资金从职工向居民的
共济使用，增加家庭成员之间互助
共济功能，减轻家庭负担，构建共
济医药费用的保障新机制。

全程“掌上办”
“秒办秒享”很方便
省医保局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参保人办理医保“家庭共济”是
“举手之劳”，使用更是“无感”直
享。参保人本人通过手机登录“闽
政通”APP、“福建医疗保障”小程序
即可按照页面提示操作办理，无需
审核，实现“秒办秒享”。医保家庭
共济办理完成后，被共济人在定点
医药机构就医购药时，直接刷卡
（码）使用，系统自动识别使用共济
账户资金支付自费费用，十分方便。

2023年9月份，从厦门来福州
上大学的林同学在学籍地福州参
加大学生医保。2024 年 10 月底，
林同学突然生病，在福州就诊。当

天，作为厦门市职工医保参保人的
林爸爸和她建立“家庭共济账户”，
划拨 3000 元资金进入共济账户。
林同学看完病，用医保卡结算医药
费用时，统筹基金报销支付147元
后，自费的医药费用188元就从刚
刚建立的共济账户里直接支付了，
无需再支付现金。11月初，林爸爸
还通过手机操作“闽政通”APP 用
共济账户为林同学代缴了2025年
度的医保费。“虽然我们不在一个
城市，但是从建立共济账户、划拨
资金到费用支付，全程都在手机上
操作就快速完成了，特别方便。”林
爸爸说。

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
省职工个人账户医保共济已经实现
全省通用，也就是说，只要共济户主
和被共济人均是我省参保人，双方
在我省任何城市都可以使用医保共
济。按照国家医保局部署，为进一
步提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使用
效率，我省下一步将着手扩大医保
家庭共济成员与共济范围，推动惠
民“半径”再延伸，进一步保障共济
家庭成员安心就医购药。

全省170多万个家庭使用 共济资金37亿元

家庭共济编织医保“亲情网”

□本报记者 林颖
熬夜加班、通宵游戏、烟

酒过度、高血压无症状忽视治疗
……这些看似稀松平常的生活
习惯，实则如同潜藏的定时炸
弹，威胁着无数人的健康。

无论老少，皆难逃心梗的阴
影。

2024年11月20日是第11个
心梗救治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

“心梗拨打120，胸痛中心快救命”。
为唤醒公众对上述不良习惯

导致心梗危害的警觉，福州大学
附属省立医院护理部精心策划，
创作了一部名为《有多少“梗”可
以重生》的心梗预防科普短剧。

11月15日，该剧在福州大学
精彩上演，吸引了大批师生前来
观赏。

该剧由省立医院护理团队

倾情打造，通过四个
生动场景，细腻描绘
了白领、大学生、老
烟民及“三高”老年
群体因忽视生活习
惯而突发心梗的惊
险瞬间，剧情扣人心
弦，引人深思。

剧中，白领因长
期熬夜加班，心脏不堪重负；大
学生沉迷游戏，作息混乱，健康
亮起红灯；老烟民嗜烟如命，心
脏血管逐渐堵塞；而“三高”老年
群体则因忽视治疗，导致心梗突
发。

每一个场景都让人触目惊
心，深刻认识到不良生活习惯对
健康的危害。

通过科普剧这一新颖形式，
省立医院护理部旨在将深奥的

医学知识融入日常生活场景，让
观众在观看表演的同时，深刻体
会到不良生活习惯带来的健康
危机，从而反思自身行为，摒弃
不良生活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有多少
“梗”可以重生》由省立医院护理
部和福建省科普服务中心联合
创作，已列入2024年科普剧表演
推广项目名单，展现了医疗科普
在形式上的创新。

省立医院科普短剧在高校上演
记者视线

□本报记者 陈坤
通讯员 刘伟虹

11 月 21 日，由福州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福州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主办，福州市第一总
医院承办的“2024 年首届福州
市 脑 科 学 创 新 研 讨 会—— 神
经调控与脑机接口暨中国脑

领域前沿技术圆桌会”在福州
市第一总医院儿童专科院区
举办。

此次大会邀请了国内脑科
学领域顶尖专家、学者及产业代
表，共同探讨脑科学的前沿研究
进展与创新应用。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

院神经外科博士、福州市儿童癫
痫诊疗中心主任宋施委介绍，福
州市儿童癫痫诊疗中心试运行
以来，已成功为2000人次复杂型
小儿癫痫患者提供国内一线水
平的癫痫诊疗服务，完成近 180
台高级别小儿功能神经外科手
术。

脑科学创新研讨会举办

□本报记者 林颖
近日，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精准

医学妇三科护理团队的投稿成功入
选明年的国际护士大会，计划在大
会上向国际护理专家详细介绍科室
研究的开发背景、核心功能和实际
应用效果。这是省妇幼保健院护理
团队首次获邀在国际护士大会上进
行口头汇报。

□本报记者 林颖
11月21日，由福州大学附属省

立医院肝胆胰外科严茂林教授和海
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肝外科程
树群教授共同主编的《肝癌合并胆
管癌栓诊治》在福州发布。

主编严茂林教授指出，肝癌
合 并 胆 管 癌 栓 的 发 病 率 相 对 较
低，其诊断和治疗是临床领域面
临的一大挑战，这本书全方位地
关注肝癌合并胆管癌栓的诊治进
展，其出版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学
术空白。

填补相关领域空白
肝胆胰外科新书发布

首次获邀
省妇幼护理团队

将登上国际护士大会

记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