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
认定申请“跨省通办”，是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政务服务的
重要途径，也是各级民政部门、
残联组织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的重要内容。

按照国家统一安排，自 4 月
22日起，吉林省全面实现残疾人
两项补贴以任意地申请、户籍地
审核审定及发放的形式办理，即
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
全面“跨省通办”。

办理程序
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

申请“跨省通办”，是由申请人向
当地乡镇（街道）提出申请，经户
籍地乡镇（街道）、残联、民政按
程序进行初核、复核、审定及资
金发放组织实施。“跨省通办”包
括省内跨市通办、跨县通办、跨
乡镇（街道）通办。

办理方式
“跨省通办”主要通过全国

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进行
资格认定申请的异地代收、推送
户籍地审核、办理结果反馈等。
各地既承担外地户籍人口在本
地提交申请的受理工作，又承担
本地户籍人口在外地提出申请
的审核工作。

乡镇（街道）应确保每个工
作日安排人员在岗受理异地申
请，并及时查看全国残疾人两
项补贴信息系统，接收和办理
本地户籍人员在外地提出的申
请。

受理异地户籍申请
异地户籍残疾人到乡镇（街

道）“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服务
窗口提交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
时，窗口受理人员应将申请人
身份证号输入全国系统查验是
否为残疾人，并查看其户籍地
残疾人两项补贴申办要件，一
次性告知申请人所需提供的材
料。

申请人递交材料收齐后，要
及时录入系统，并于3个工作日
内推送至业务属地（即申请人户
籍所在地）的补贴受理窗口。收
到业务属地反馈的办理结果后，
应在3个工作日内将办理结果通
知申请人并做好记录。

受理异地申请时只需申请
人提交联系方式和户籍地所需
材料，受理地不负责对补贴资格
进行认定或其他形式的审核，享
受补贴政策的类型及标准由户
籍地负责解释。不能提供户籍
地所需材料的，不予受理，并向
申请人说明原因。

审核本地户籍异地申请
各乡镇（街道）收到外地推

送的申请后，应与其所属村（社
区）确认该申请人是否为本地户
籍人口，如户籍已迁出，应将结
果反馈受理地，如属本地户籍
的，要认真审核推送的申请材
料。

符合条件的，按吉林省政策
确定补贴类别、标准并按程序提
交县级残联组织、民政部门进行
审核审定，经审定符合补贴条件
的，纳入补贴范围，从提交申请
当月起计发补贴。

在乡镇（街道）初核、残联复
核、民政审定过程中任一级发现
申请人不符合条件的，应及时退
回申请受理地，并说明具体原
因。初审、审核、审定应在 10 个
工作日内完成。

吉林省民政厅将定期检查
各地系统内数据录入工作完成
情况，对系统数据录入工作不到
位的地区予以全省通报，并在年
度考核中予以扣分。各地遇到
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向吉林省民
政厅、省残联报告。吉林省民政
厅、省残联将定期检查业务办理
情况，并对发现的突出问题进行
通报。

据（吉林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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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公安部、税务总局日前联
合印发《关于推进二手车交易登记跨省
通办 便利二手车异地交易的通知》，从
制度方面着力解决二手车异地交易周
期长、不便捷等问题，进一步促进二手
车交易行业发展。

为便利二手车异地交易，《通知》提
出，对已登记的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
车，买卖双方可以选择在车辆转出地或
者转入地进行交易。办理交易的二手
车交易市场经营者、二手车经销企业、
二手车拍卖企业等经营主体应当依规
核验车辆及手续资料、开具二手车销售
统一发票。对在车辆转入地和转出地
以外第三地进行交易的车辆，不得为其
办理交易事宜。通过明确异地交易和
发票开具要求，实现“马上办”“就地
办”，切实保障在转入地办理交易手续
的政策落地落实。

在便利二手车转移登记方面，《通
知》明确小型非营运二手车转移登记实
行档案资料电子化网上转递，群众办理

完交易手续后，无需再提取纸质档案，
减少提档等候时间，减少携带、保管、转
交档案的种种不便。对在转入地交易
的，二手车买方可以就地直接办理车辆
查验、登记，无需再返回登记地验车、办
理转出，变“两次登记查验”为“一次登
记查验”，减少两地往返。

《通知》还要求二手车经营主体在
办理二手车交易事宜前，应当通过全
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应用服务（系统）
准确采集并及时报送相关交易信息，
核对二手车交易双方当事人和交易车
辆的相关信息及凭证，建立完整的二
手车交易档案，并按照规定的时限保
存。

此外，《通知》明确2021年6月1日
起，在天津、太原、沈阳、上海等20个城
市试点推行小型非营运二手车异地交
易登记；自2021年9月1日起，直辖市、
省会市、自治区首府市、计划单列市全
部推行；2022年全国全面推行。

据（吉林日报）

三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推进二手车交易相关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建
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
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建立
健全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
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
相关负责人对《指导意见》进行解
读。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如
何影响你我？一起了解——

问：为什么要建立职工医保门诊
共济保障机制？

答：职工医保从 1998 年开始建
立，实行的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
结合的保障模式，“统筹基金保障住
院和门诊大病，个人账户保障门诊小
病和药品的费用支出”。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个人账户的局限性也逐步
凸显，由于是个人积累式的，所以健
康人群和非健康人群的个人账户积
累差距很大，家庭之间个人账户也不
能用，有病的不够用，没病的不能
用。2020年按照统筹基金和个人账
户的相关统计，个人账户累计结余1
万亿元。另一方面存在不法分子实
施欺诈骗保的现象。这次改革的核
心就是从原来关于门诊医疗费用的
个人积累式保障模式向基金共济式
保障模式的转变。

问：“共济”指的是什么？
答：职工医保基金分两大块：一

是统筹基金，就是大池子；二是个人

账户。这次改革是两个共济，一个大
共济，一个小共济。大共济就是建立
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在全体参保人群
范围内来实行共济保障；小共济就是
家庭共济，针对个人账户。

问：改革后对门诊报销有什么影
响？

答：此次改革将普通门诊费用纳
入统筹基金的报销：

①建立普通门诊统筹，逐步将门
诊里多发病、常见病纳入职工医保统
筹基金报销。这些费用原来基本是
靠个人账户解决。

②加强慢性病、特殊疾病的门诊
保障，将费用高、治疗周期长的疾病
门诊费用也逐步纳入门诊保障范
围。对部分门特、慢病、大病的相关
治疗，在门诊看，但是按住院的政策
管理。

③参保人除了在定点医疗机构
就诊，可以持医院外配处方在定点零
售药店结算和购药，符合规定的纳入
统筹基金的支付范围，相应的定点零
售药店也纳入保障定点范围。

问：我的职工医保可以给家里人
用吗？怎么用？

答：这次说的家庭共济是对个人
账户而言，不是指统筹共济的大池
子。个人账户实行家庭共济使职工
个人账户的使用范围拓展了：

①原来只能个人用，现在由个人

及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
就医时发生的个人支付医药费用，可
以由个人账户支付；

②在定点药店购药的，原来只能
个人用的，现在在定点药店购药、购
买医疗器械、购买医用耗材，都可以
用家庭成员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

③可以用于本人的配偶、父母、
子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
社会保险的个人缴费。

统筹基金报销之后的个人自付
费用，可以通过本人现金支付，也可
以通过个人账户支付，个人账户支付
的时候，不只可以支付本人的费用，
也可以支付家庭成员的费用。

问：我的个人账户有什么变化？
答：一是改革计入办法，在职职

工个人缴费部分仍然计入本人个人
账户，将按照本人缴费基数的2%计
入个人账户，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
险费全部计入统筹基金；退休人员因
为个人不缴费，个人账户由统筹基金
按定额划入，额度是按照改革当年基
本养老金平均水平的2%；

二是适当拓宽使用范围，允许家
庭成员相互共济使用个人账户，用于
支付政策范围内的医药费，家庭成员
（子女、配偶和父母）参加居民医保等
的个人缴费，家庭成员在定点零售药
店购买医疗器械、药品、医疗耗材；

三是健全完善个人账户使用管

理办法，个人账户不得用于健身、公
共卫生等费用，同时严厉打击欺诈骗
保。

问：改革后个人账户的钱会减少
吗？会影响待遇吗？

答：普遍个人账户的新计入会
减少，但并不意味着个人的保障会
损失，而是放到了共济保障的大池
子里，形成了新的保障机制。共济
保障不是个人收入，如果说我们把
所有筹上来的钱都放到每个人的口
袋里，那明明白白，但这没有共济保
障作用。二是代际转移。年轻的时
候没病，到老年的时候用，但是靠个
人积累是有限的，社会积累就可以
更大范围地解决大家的治疗需求。
三是基金效能。医保部门拿这笔钱
不仅是给参保人买单，还要去跟医
疗机构进行博弈，跟药企博弈，而且
利用保险基金的有效管理。个人账
户的权益没有被侵蚀，积累照样归
自己使用；新的制度功能转换，达到
了共济保障、代际保障、提升管理效
能的制度结果。

问：改革后，影响在药店使用医
保买药吗？

答：截至2020年底，全国定点医
疗药店大概 39 万家，个人账户每年
用于定点药店的药品费用支出大概
在 2 千亿元以上。这次改革也非常
注重继续发挥定点零售药店对医疗

保障服务的积极作用：
①原来是个人账户在药店可以

使用，现在统筹基金结算延伸到药店
了。参保人在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
诊后可以凭医疗机构开具的外配处
方到药店购药，所发生的符合规定的
费用与医疗机构享受同等的报销待
遇；

②在药店原来个人账户只能用
于购买相关符合规定的药品，现在改
革以后在定点药店购买医疗器械、医
用耗材的费用也可以由个人账户支
付；

③对符合条件的网上医药服务，
统筹基金也可以按规定给予支付。

问：建立门诊共济机制对老年人
有哪些保障？

答：提升门诊保障，健全保障机
制时，提出普通门诊统筹保障水平以
50%起步，其中明确要求各地在此基
础上对退休的老年人再给予倾斜支
付。门诊保障机制全部实施时，初步
估算这一项制度可以为退休人员减
轻门诊费用负担将近1000亿元。这
次健全门诊保障机制，专门提出要进
一步增加纳入门诊慢病、门诊特殊疾
病的病种，老年人受益程度会更大，
受益面更广。参加职工医保的子女
们的个人账户也可以给自己的父母
使用。

据（微观三农）

职工医保门诊共济政策解读

针对长期以来存在的幼儿园和小
学教育分离、衔接意识薄弱、过度重视
知识准备、衔接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教
育部近日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
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部署推进
相关改革。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介绍，指
导意见提出了五条主要举措。针对幼
儿园，要求帮助幼儿做好生活、社会和
学习等多方面的准备。针对小学，要求
将一年级上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改
革一年级教育教学方式，强化与幼儿园
教育相衔接。针对教研部门，要求建立
幼小联合教研制度，指导小学和幼儿园
教师加强课程、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合
作交流与研究。针对家园校合作，要求
幼儿园和小学建立家园校共育机制，帮
助家长认识过度强化知识准备、提前学
习小学课程内容的危害，积极配合做好
衔接。针对教育部门，要求整合各方资

源，统筹推进衔接工作，进一步加强对
校外培训机构违反教育规律行为的持
续治理。

指导意见提出，国家修订义务教育
课程标准，调整一年级课程安排，合理
安排内容梯度，减缓教学进度。强化小
幼协同，通过实施幼儿园入学准备和小
学入学适应教育，为儿童搭建从幼儿园
到小学过渡的阶梯，帮助儿童顺利实现
幼小过渡。通过建立联合教研制度、完
善共育机制、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强化
科学导向，形成良好教育生态，推动科
学衔接、有效衔接。

指导意见要求，各省（区、市）要以
县（区）为单位确立一批幼小衔接实验
区，遴选确定一批试点小学和幼儿园，
先行试点，分层推进。2021年秋季学期
启动幼小衔接试点，2022年秋季学期全
面铺开。

据（吉林日报）

幼小衔接迎来改革
今年秋季学期启动试点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印
发通知，明确从2021年1月1日起，为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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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
养老金的4.5％。这意味着退休人员养老金实现

“17连涨”。
据人社部养老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调整

继续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
的调整办法。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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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关于2021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结合本地区
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抓紧组织实施，尽快把
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发放到退休人员手中。

据（吉林日报）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上调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