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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自费”实现混合一码支付
全国住院结算医保电子凭证混合支付第一单落地淄博

淄博12月19日讯 “只刷
一次，便捷高效！”今天上午，高
青县参保人尹女士切实感受到
了医保电子凭证混合支付带来
的便利。

12月18日上午11点13分，
记者在高青县康永平慢性病药
店看到，尹女士出示医保电子凭
证（以下简称“医保码”）一次性
完成了慢性病结算。

“对于我们慢性病参保人来
说，过去每次支付时既要刷医保
卡又要交现金，很麻烦。现在，
我只刷一个‘医保码’就全部办
完了。”尹女士说。

感受到医保电子凭证混合
支付好处的还有参保人郭先生。
12月18日上午，他在淄博市妇
幼保健院办理出院手续。过去，
个人自负部分需要先用医保卡
余额支付，再用现金或银行卡支
付医保目录外的住院费用。开

通医保电子凭证混合支付功能
后，市民只需要在医院结算窗口
扫一下“医保码”，医保个人账户
和银行卡就可同时实现各自扣
费，省时省力。

随着尹女士和郭先生完成
支付，淄博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实
现门诊慢性病和住院领域的医
保电子凭证混合支付。

淄博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

副主任王利军介绍，医保电子凭
证混合支付是指通过扫描手机

“医保码”，实现“一次展码、混合
支付”。参保人员在绑定“医保
码”后，在试点的医院和药店扫
码支付时，只需展示医保电子凭
证的二维码，就可以实现医保
卡、银行卡的同时扣费结算。

医保电子凭证作为全国医
保线上业务唯一身份凭证，探索

“一次展码、混合支付”也是医保
电子凭证拓展应用范围的重要
内容之一。今年10月，山东省
医疗保障局下文，将淄博列入了
医保电子凭证混合支付的试点
地市。目前，淄博参保人可以通
过中信银行手机银行APP激活
医保电子凭证，然后绑定银行卡
实现医保电子凭证混合支付。
下一步，包括建行、农行、工行、
中国银行在内的11家银行手机
APP，将陆续开通这项功能，真

正实现“一码通办、无卡就医”。
淄博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

记、局长孙英涛对记者说：“医保
电子凭证混合支付打通了各种
支付手段的壁垒，实现了‘一码
在手、结算全有’，是为群众提供
便捷医保服务的有益尝试。接
下来，淄博市医疗保障局将继续
运用信息化手段，不断丰富医保
电子凭证的应用场景，为群众就
医购药提供便捷服务，全面提升
参保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刘文思 通讯员 司继
涛 孙学辉

淄博12月19日讯 家近
在咫尺，对65岁的刘长利来说
却很遥远。离家40余年的他，
在淄博市救助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的陪同下回到博山。仅
凭刘长利的记忆，怎么也找不
到他曾在此处生活的痕迹。
如果有人认识他，请联系淄博
市救助服务中心提供线索，一
起帮助他回家。

11月6日，爱心市民向淄
博市救助服务中心反映，在
中国（淄博）陶瓷科技城附
近，有一位老人在此露宿20
余天。随后，淄博市救助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立即赶到现
场查看。

“救助这个人时，他看起
来很疲惫，右脚浮肿。他能
够正常交流，说自己的名字
叫刘长利。”淄博市救助服务
中心党支部书记董友先告诉
记者。

当时，淄博市救助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询问刘长利哪里
不舒服，刘长利一直说没有地

方不舒服。
11月7日，护理人员发现

刘长利脸色蜡黄，精神不振，
便把他送到医院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刘长利长
期食不果腹，造成严重贫血和
营养不良，脚部浮肿也是因供
血不足造成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刘
长利的身体逐渐康复，目前已
经在淄博市救助服务中心生
活了1个多月。

刘长利告诉救助工作人
员，他是1955年3月17日出生
的，家住博山区博城公社城西
村西胡同14号。他的父亲叫
刘全仁，母亲叫刘永淑，家中
有哥哥、弟弟和妹妹，他在家
排行老二。他曾经在水泥厂
子弟小学上学，班主任是赵
霞，班主任的弟弟是刘长利的
同学。

得到如此详实的信息，淄
博市救助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立即核实信息，帮他寻家。

11月27日，淄博市救助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带着刘长利
来到了“博山区博城公社”，也
就是现在的博山城东街道办
事处。经过和当地居委会核
实，刘长利提供的街道名称、
学校名称和人员都在，但是其
父母和班主任赵老师均已去
世。目前，赵老师的弟弟，也
就是刘长利的同学还在。但
是，两人相见，虽然记得曾经
玩耍过的地方，却互不认识。

12月18日下午，记者在淄
博市救助服务中心见到了刘
长利。交谈中，刘长利带有博
山口音，思维清晰，对记者提
出的问题对答如流。

刘长利告诉记者，离家时
他20岁出头，没有学历也没有
身份证，一直到处漂泊。他去
过东营，在农场打工，喂牛喂
猪挣口饭吃。后来，他被农场
老板赶了出来。回到淄博以
后，他曾经在张店体坛小区、
高新区四宝山等地的餐馆打
零工。餐馆每个月只给他200
元工资，但包吃包住，让他避

免了流浪之苦。离开餐馆之
后，他四处流浪，到批发市场
卸车混口饭吃。前不久，他的
脚部浮肿，无法走路干活，很
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幸运
的是，他很快被淄博市救助服
务中心救助了。

“我在外面混得不好，一
直没有回家。”刘长利告诉记
者。他年纪大了，希望可以通
过政府帮助回家。

淄博市救助服务中心工
会主席吕志远说，根据刘长利
提供的信息，他们已经和当地
民政部门对接，核实刘长利的
原始户籍。如果确有此人，淄
博市救助服务中心会将刘长
利交于当地有关部门妥善安
置。淄博市救助服务中心希
望通过媒体帮助刘长利找到
亲戚朋友，证明其身份。如果
你认识刘长利，请拨打淄博市
救助服务中心电话8439999、
13053350519提供线索。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马斌

按记忆回到博山却无人认识

谁认识他？快来帮“刘长利”回家

淄博12月19日讯 今天，
记者从周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获悉，周村区已累计建设300
户以上自然村公厕30处，覆盖
率达100%，农村公厕改造任务
全面完成。

“我们村也有公厕啦！建得
真好，很干净！还装了扶手，对
我们老年人来说，太方便了！”周
村区王村镇王洞村一名村民对
村里新建公厕表示非常满意。
王洞村是省级传统古村落，也是

美丽乡村示范村，该村公厕的建
设参照了城市二类公厕标准，无
障碍卫生间、管理房、杂物房一
应俱全，公厕建设标准较高。为
方便年老、身体不便人群轻松如
厕，加装扶手，做到公厕“适老
化”“人性化”，解决了“蹲下难”
和“起身难”的“两难困境”。公
厕的建成，提升了王洞村的服务
质量和村居面貌，在惠及村民的
同时也给广大游客带来了便利。

在周村区南郊镇、北郊镇，

300户以上自然村都建设了
公厕。

今年以来，为更好地建设农
村公厕，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周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
照乡村振兴及农村人居环境大
整治工作部署，在周村区300户
以上自然村全部建设符合《城市
公共厕所设计标准》（CJJ14-
2016 )三类标准以上的公共
厕所。

农村公厕建设为周村区

2020年度11项为民办实事项目
之一。周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通过督导各镇办科学选址，聘
请专业单位进行施工图设计、招
投标，完善公厕建设档案材料，
建立稳定运行的后续管护机制
等。周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将公厕建设在靠近街巷、道口、
广场、集贸市场和公共活动场所
等人口较集中的地点，并全程跟
踪项目实施，提高了公厕使用
率，确保了公厕建设质量，进一

步提升了村民幸福感。
2019年，周村区建设300户

以上自然村公厕9处，2020年建
设21处。目前，30处公厕已全
部竣工。随后，政府将补贴公厕
建设后续管护，包括规范维修、
清运服务和利用处理，真正做到
精细化管理，切实让新建公厕成
为利民惠民的好福利。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王莉莉 通讯员 韩
启宝

打造宜居环境

周村300户以上自然村公厕建设实现全覆盖

市民尹女士（右）出示“医保码”一次性完成了慢性病结算。

刘长利已经恢复健康，
急切想回到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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