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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齐惠保保障升级，构
建常态化解决“因病致贫、大
病致贫”工作机制。在新闻发
布会上，淄博市医保局有关负
责人通报了相关情况。

在经过基本医疗保险、大
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
后，部分参保人员患重病、大
病负担仍然过重，特别是医保
目录外费用没有保障，2020
年起，淄博市推出全省首款普
惠型补充医疗保险淄博齐惠

保，并不断推进保障升级，不
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既往
症。住院后自负（含目录外合
规自负费用）超过两万元部分
以及部分目录外价格昂贵的
药品在门诊及药店费用纳入
报销范围，进一步解决群众就
医的后顾之忧。低保对象、特
困人员等困难群众缴费仅10
元，赔付门槛降为1万元。

截至9月底，三期产品共
赔付8.9万人次，累计支出4.25

亿元。按照获赔金额统计，获
赔5万元以上的1201人、获赔
10万元以上的273人，人均获
赔1.4万元，可以说淄博齐惠
保有效降低了参保群众的高
额医疗费用负担，为参保群众
提供了更高层次的医疗费用
保障。

今 年 ，“ 淄 博 齐 惠 保
2023”在坚持家庭共享免赔
额、医保个账可支付、新市民
可参保，以及住院医疗、特定

高额药品、罕见病保障合计
330万保额的基础上，进一步
扩大可保范围、普惠力度。新
增户籍地在淄博但在市外参
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群可投
保，22周岁以下的学生儿童降
低保费至69元，打造“齐享健
康生活”系列齐惠保专属福
利，内容涵盖购药、体检、洗
牙、观影等福利，切实给每个
投保人带来了更贴心、更全面
的守护。

截至9月底，齐惠保三期产品共赔付8.9万人次
“淄博齐惠保2023”扩大可保范围和普惠力度

淄博构建多层次城乡居民医保体系

外市户籍人员符合条件也可参保

外市户籍在淄博市长期居住的
人员也可凭居住证参加淄博市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各项待遇水平逐
年提升……在10月17日上午淄博市
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的淄博市“构建
多层次城乡居民医疗保障体系”新闻
发布会上，淄博市医保局有关负责人
通报了相关情况。

根据通报，作为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障体系中基础性制度，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覆盖范围外的人群，其中外市
户籍在淄博市长期居住的人员，也可
凭居住证参加淄博市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

城乡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实
行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相结合办法。
2023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标准学生
儿童为340元、成年居民440元，财政
补助标准人均达到640元。2024年城
乡居民个人缴费维持2023年不变，财
政补助标准将继续根据国家、省规定
进行调整。今年淄博医保联合税务
部门优化征缴方式，推出利用职工个
人账户余额为近亲属缴纳城乡居民
基本保险费的措施，进一步减轻家庭
缴费负担；对困难人员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建立了资助参保政
策。对于特困人员、低保对象、防止
返贫监测帮扶对象、返贫致贫人口、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重点困境
儿童等困难人群参加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给予全额资助，低保边缘家
庭给予部分资助，进一步减轻困难人
群参保费用负担。

淄博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各项待遇水平逐年提升。从报销比
例看，三级医院报销比例从55%提高
到60%，二级医院、镇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报销比例达到70%、
85%；将门诊慢特病医疗费用最高补
助比例不低于55%提高到不低于
60%，门诊慢特病病种由25种提高到
60种，将急诊未转入住院治疗的，报
销比例由50%提高到55%，一个自然
年度内，报销限额达到20万元；门诊
统筹在基层医疗机构报销比例达到
50%，对于“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用
药，报销比例达到70%，一个自然年
度内，报销限额达到1000元，位于全
省前列。从报销范围看，基本药品范
围增加到2900多种，其中谈判药品
408种，比如治疗罕见病脊髓性肌萎
缩症的特效药诺西那生钠、治疗肿瘤
特效靶向药格列卫等一批救命救急
的药品纳入报销范围。目前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62
万，覆盖率达到96%以上，住院政策
范围内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达到70%
左右，基本满足城乡居民就医需求。

本版稿件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潘赞名 刘文思

办理时限整体缩短50%以上

医保服务申办材料精简幅度超过60%
办理时限整体缩短50%

以上，高频民生事项办理流程
压缩50%以上，申办材料精简
幅度达60%以上……在新闻
发布会上，淄博市医保局有关
负责人通报了相关情况。

全面推进医保服务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淄博市范围
内医保服务项目统一服务名
称、经办方式、申办材料、办理
流程、办结时限、服务标准。

大力实施流程再造，办理时限
整体缩短50%以上，高频民生
事项办理流程压缩50%以上，
申办材料精简幅度达60%以
上。推进医保信息化建设，基
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全部实现“一站式”结算；
推进“互联网+”医保服务，除
医疗费手工报销等暂由现场
办理的事项外，其余医保事项
全部实现对公业务“网上办”

和个人业务“掌上办”；推进医
保服务站（点）建设，实现乡
镇、社区全覆盖，并将服务点
向村居延伸。目前，淄博市医
保工作站达2109个；推进异
地就医联网结算工作，淄博市
2800余家定点医药机构实现
省内异地刷卡结算，227家定
点医院纳入全国异地联网结
算平台，淄博市2400余家村
卫生室实现联网结算，人民群

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
疗保障提供的服务；推进推广
医保电子凭证应用，参保人持
医保电子凭证在淄博市2400
余家定点医药机构实现“就医
不带卡，只用医保码”进行结
算；改革优化异地就医手续办
理流程，参保人市外就医实行
自主备案制，出院即可实现联
网结算。

可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缴纳

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截至12月31日
如果错过缴费期的，再参

加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费的，设置3个月的待遇等
待期……在新闻发布会答记
者问环节，淄博市医保局有关
负责人进行了提醒。

2024年淄博市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标准没有
调整，仍然为学生儿童340
元、成年居民440元。集中缴
费期为10月1日—12月31日。
城乡居民在集中缴费期按时
缴纳保险费的，自次年1月1日
起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如果

错过缴费期的，再参加缴纳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设
置3个月的待遇等待期。也就
是参保缴费之日起，3个月发
生的医疗费用医保不予支付，
需要个人自行承担。

对于新生儿，自出生之日
起6个月内参保并缴纳个人缴
费部分的，自出生之日起享受
医保待遇；超过6个月的，自缴
费的次月起享受医保待遇；超
过12个月的，设置3个月的待
遇等待期。

目前，居民医保缴费可以

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进
行。线上，可以通过微信“山
东税务社保费缴纳”小程序进
行缴纳，也可以通过“支付
宝—市民中心—社保”模块缴
纳，还可以通过各金融部门手
机银行、“爱山东”、云闪付等
方式缴纳。各类申报缴费系
统都具备代办功能，可以为孩
子、老人等代缴。线下，可以
到各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寻求帮办代办服务；也可以通
过淄博市各金融部门提供的
移动终端方式缴费，如建行的

“裕农通”、农商行的“农金
通”、邮储银行的移动POS等，
还可以到各银行柜台缴费；办
税服务厅前台或自助终端机
也可以办理缴费。

今年，淄博市医保、税务
部门还联合推出了医保个账
共济缴纳居民医保费服务。
只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
充足，在医保部门绑定个账共
济功能以后，可登录微信“山
东税务社保费缴纳”小程序
缴费。

在新闻发布会上，淄博市
医保局有关负责人通报，
2022年，淄博市享受居民大
病保险14.9万人次，支付金额
23884万元。

针对大病居民个人负担

过重问题，淄博市建立居民大
病保险制度。个人不缴费，从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中划拨。起付标准以上至10
万元报销比例为60%，含10万
元到20万元报销比例为65%，

含20万元到30万元报销比例
为70%，含30万元以上报销比
例为75%，年度最高支付限额
达到40万元。对于特困人
员、低保对象、返贫致贫人口
中大病保险倾斜政策，年度起

付线降低50%，分段报销比例
提高5个百分点，取消年度最
高支付限额，进一步增强大病
保险减负作用。

今年起，淄博市全面统一
城乡居民医疗救助标准。在
新闻发布会上，淄博市医保局
有关负责人通报了相关情况。

根据通报，今年起，淄博
市全面统一城乡居民医疗救
助标准。对特困人员、低保对
象及返贫致贫人口医疗救助
不设年度起付线，发生门诊慢
特病和住院医疗费用经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报销后，政策
范围内个人负担部分按75％
比例救助，年度救助限额为3
万元；对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及
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政策
范围内个人负担超过3000元
以上部分按50％比例给予救
助，年度救助限额为２万元。
对以上三重制度保障后，政策
范围内个人负担超过一定额

度的部分给予再救助，年度救
助限额为２万元。

对于突发重病导致家庭
困难人员，建立因病致贫重病
患者依申请救助机制。经民
政部门认定符合因病致贫重
病患者医疗救助待遇条件的
人群，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报销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负担
超过本市上年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25％以上的部分，按
60％比例给予救助，年度救助
限额为2万元。个人负担费用
可追溯至自申请之月前12
个月。

2023年1—9月份，淄博
市享受医疗救助18.66万人
次，支付金额6498万元。

今年起淄博全面统一城乡居民医疗救助标准
1—9月淄博18.66万人次享受医疗救助

费用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划拨

2022年淄博14.9万人次享受居民大病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