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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 ，经 国 务 院 批
准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
于 2020 年调整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明

确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为 2019 年底前已按规定
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
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和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总
体调整水平为 2019 年退
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
金的 5％。

根 据 通 知 ，此 次 调

整，继续统一采取定额调
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
相结合的调整办法，定额
调整体现社会公平，同一
地区各类退休人员调整

标准基本一致；挂钩调整
体现“多缴多得”“长缴多
得”的激励机制，使在职
时多缴费、长缴费的人员
多得养老金；适当倾斜体

现重点关怀，主要是对高
龄退休人员和艰苦边远
地区退休人员等群体予
以照顾。

据（吉林日报）

2020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5%

日前，从公安部交管
局获悉，公安部在 16个城
市试点基础上，决定全国
分两批推广机动车检验标
志电子化，为机动车所有
人、驾驶人以及相关行业
和管理部门提供电子证照
服务。

据介绍，第一批推广
安排：自 2020年 4月 25日
起，黑龙江、江苏、浙江、山
东、湖北、湖南、广东、海

南、四川、贵州、云南、新疆
12 个省（区）推行检验标
志电子化；第二批推广安
排：6 月 20 日起，河北、山
西、内蒙古、辽宁、吉林、安
徽、福建、江西、河南、广
西、西藏、陕西、甘肃、青
海、宁夏 15个省（区）推行
检验标志电子化，实现全
国全覆盖。

推 行 检 验 标 志 电 子
化，通过全国统一的互联

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
发放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
凭证，将更加便利群众企
业申领、出示和使用。机
动车所有人可以通过互联
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
或“交管 12123”手机 APP
申领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
凭证。属于 6年内的免检
车辆，可以直接在网上申
领检验标志电子凭证。

据（吉林日报）

6月20日起

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化将覆盖全国

日前，长春市医保局公布：
自 5月 1日起，将降低长春市行
政区域内（含双阳、九台）城镇职
工、城乡居民门诊特殊疾病血液
透析自付额度；大病低自付血液
透析常规治疗增加血液滤过、血
液灌流治疗项，参保人只需定额
支付费用，即可享受全年常规治
疗。降标、扩项多点发力，门诊、
大病双渠道提标，进一步减轻透
析患者的经济负担，提升患者治
疗质量。政策的调整，将使全市
5000余参保人受益，预计共为参
保患者减负 2000 万元，每人每
年人均减负3300元以上。

目前，长春市对血液透析的
医疗保障方式主要有两种。一
种为按次保障的门诊特殊疾病
血液透析，一种为按年定额支付

保障的大病低自付血液透析。
参保患者可依据个人实际所需，
选择其中一种保障方式。

此次调整，门诊特殊疾病血
液透析将实行新的结算方式，即
按次定额及参照住院比例报销
相结合的结算方式，确保参保血
透患者在定点医疗机构门诊规
范开展血液透析、血液滤过、血
液灌流治疗。同时，降低常规治
疗单次自付标准。其中，参保城
镇职工不分医院等级每次透析
只需自付 50 元；参保城乡居民
在省市级定点医疗机构每次透
析自付 90 元，在区级定点医疗
机构每次透析自付 50元。门诊
血滤、灌流治疗项按照不同级别
定点医疗机构的住院比例报销，
不单独收取住院起付线。

大病低自付血液透析常规
治疗项在血液透析、基础用药等
项目的基础上，增加血液滤过及
血液灌流治疗项。参保患者只
需支付定额费用，便可享受全年
的常规治疗:在长春市级定点医
疗机构，城镇职工年自付 700
元、城乡居民年自付 800 元；在
区级定点医疗机构，城镇职工年
自付 400 元，城乡居民年自付
600元。

按照社会保险待遇不得重
复享受的规定，与血液透析相关
的三种医保待遇，即门诊特殊疾
病血液透析待遇、大病低自付血
液透析待遇、住院治疗血液透析
待遇（包括政策范围涵盖项目及
内容），不得在同一结算期内重复
享受。 据（吉林日报）

降低自付额 增加治疗项

长春市为参保血液透析患者减负

目前，我省医疗服务正在逐
步恢复。为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加强医院感染控制，
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及交叉感染的
风险，4月20日，我省卫生健康部
门召开了全省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电话会议，下发相关通知要求，提
倡全省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根据医
院具体情况，逐步实现分时段预
约诊疗，取消现场挂号。

各医院进行得怎么样？患
者来就诊时要注意哪些事项？
记者对几家医院进行了了解。

看病前需出示“吉祥码”。
记者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了解到，患者进入医院就诊
时，除正确佩戴口罩以外，需要
出示“吉祥码”、身份证件及预约
信息方可进入。在医院入口处
要接受体温检测和新冠肺炎疫
情方面流行病史的询问。吉林
大学第二医院的门诊患者需在
就诊前进入“吉林大学第二医
院”微信公众号“抗冠专区”“健
康三色码”专栏，注册“健康码”
后，方可在医院门诊通行。

不会预约，现场有人帮。长
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从 4月
21 日起全面实行预约就诊，不
接受现场挂号。预约途径有：长
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微信服
务号、院内自助机、门诊医生诊
间预约、电话预约（118114）。工
作人员表示，若是老人或不能熟
练使用智能手机的患者，现场会
有志愿者帮助挂号。通过现场
了解，老年人对线上就诊方式比
想象中接受度更高。同时，该院
实行错峰就诊，工作日期间增设
早间门诊，时间是 7:00-8:00；夜
间门诊是 16:30-20:00，其余出
诊时间不变。记者从北华大学
附属医院及吉林市人民医院了
解到，因农村患者较多及信息化
设备等原因，暂未实行全面预约
就诊服务，接受现场挂号。预计
随着信息化设备的建设，将逐步
实现全面预约挂号服务功能。

一医一患一诊室。吉林大
学第一医院和吉林大学第二医
院早在 4月 17日就通过医院公
众号发布了疫情期间患者就诊

须知，门诊患者全面实行实名制
预约，不接受现场挂号，并实行
分批限量进入，人与人之间需保
持1米以上的间距，就诊时只能
患者一人进诊室，保证一诊室一
患者，仅老、幼、体弱者可进一名
陪同人员。

同时，长春各大医院均实名
制缴费就诊，建议患者在手机
端、自助机端缴费。吉林大学第
一院手机端缴费患者可在手机
端查询检验、超声检查报告及放
射科报告。如需打印可以到自
助机端打印检验报告、放射科片
子和放射线科影像报告。

腔镜检查前需做肺CT。开
启全面预约挂号的还有吉林省
前卫医院。该院接受 114电话
预约和手机APP预约就诊，不接
受现场挂号。该院和长春中医
药大学附属医院为加强胃镜、肠
镜等腔镜检查感染风险，从4月
21 日起，要求腔镜检查患者需
在做完肺部CT和血常规检查，
确认无风险后，方可进行腔镜检
查。 据（吉林日报）

我省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取消现场挂号

实行分时段预约诊疗

医保春风润万家。5
月6日起，惠及长春市全市
730 余万参保人的门诊待
遇新政正式落地。从支付
范围大幅扩容到诊疗项目
纳入报销，给力而务实的
政策调整，切实减轻了参
保人的负担，开启了长春

市医保门诊待遇的新篇
章。

“现在开药比从前省
了上百元，生活压力减轻
了不少。”来自东盛社区的
杨先生切身感受到新政策
带来的实惠。杨先生今年
56岁，需要长期根据医嘱
服用中药调理心脏病，药

方中的黄芪、茯苓等中药
需要自行承担，平均每剂
需要 279元；政策调整后，
医保基金支付了 50%的中
药饮片费用，每次开药平
均能节省约130元。

从原有的 589 种增加
至 1834种，此次门诊统筹

用药支付目录扩容囊括了
西药、中成药、中药饮片等
多类药品。调整后，长春
市门诊统筹用药支付目录
由城乡居民“慢病”门诊用
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2018年版）》中（含《国家
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

药品组成。其中，西药由
原来的 363 种增加至 646
种；柏子养心丸、桂枝茯苓
丸等285种中成药和当归、
川穹等 892种中药饮片纳
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同
时，通过医保议价谈判，增
加恩格列净、利拉鲁肽等

11种药品。
为更好地满足门诊患

者需求，在扩大门诊统筹
用药支付范围的基础上，
长春市根据不同疾病诊疗
需求，将血液检查、彩超等
47项诊疗项目纳入长春市
城乡居民门诊慢性病报销
范围。 据（吉林日报）

长春市医保出台门诊待遇新政

惠及730余万参保人

近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农业农村
部联合颁布家畜繁殖员等8个国家职业技能标
准。

这8个职业包括家畜繁殖员、农业技术员、
农业经理人、农作物植保员、动物疫病防治员、
动物检疫检验员、水生物病害防治员、农机修
理工。其中，农业经理人标准是基于现代农业
对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专业化的要求，首次制定
并颁布；其余 7项标准是根据农业产业发展新
情况、新特点及对从业人员技能的新要求，对
原有标准进行的修订完善，具体要求见右图。

8项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涉及畜牧兽医、种
植业、渔业和农业机械化等领域，涵盖了农业
生产、管理和服务等重要环节，与增强粮食生
产和防灾减灾能力、加强重大病虫害和动物疫
病防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密切
相关。这 8项标准的颁布，有助于提升农业技
能人才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为实现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和脱贫攻坚，加快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据（农民日报）

农业经理人职业技能标准首次制定颁布
这8类从业人员将走上职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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