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叶是我市的支柱产业，也是
老百姓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之一。
眼下，春意正浓，我市 132 万亩茶园
焕发出蓬勃生机，茶农们忙着采茶，
茶叶加工厂开足马力，收茶、制茶、
售茶，一派繁忙的景象。

为确保茶叶加工可靠用电，国
网汉中供电公司靠前服务，组织服
务队主动走进茶叶加工厂、茶园了
解用电需求，宣传安全用电知识，检
查供电线路是否存在隐患，对制茶
相关设备进行“体检”。同时，向茶
企茶农发放“供电服务联系卡”，采
取“一对一”全天候服务模式，及时
跟踪保障用电需求。

3 月 21 日，记者走进西乡县骆
家坝镇王麻子茶业加工厂，一片机

器轰鸣声中，杀青机、烘干机、揉捻
机高速运转，茶叶在机器间流转，香
气四溢。陕西电力张思德（牧河之
光）共产党员服务队在该加工厂负
责人王仕荣的配合下，对高低压线
路进行巡视，同时对用电线路、漏电
保护器、配电房进行深入排查。

“ 我 们 服 务 队 每 年 都 会 在 茶
叶 生 产 加 工 前 ，对 辖 区 内 各 茶 叶
加 工 厂 的 用 电 设 备 进 行 安 全 检
查 ，发 现 问 题 会 现 场 协 助 茶 农 茶
企 进 行 整 改 。 在 茶 叶 生 产 的 过 程
中 ，我 们 也 会 对 周 边 的 供 电 线 路
定 期 进 行 巡 视 检 查 ，及 时 治 理 树
障 等 影 响 供 电 的 安 全 隐 患 ，确 保
提 供 可 靠 的 供 电 保 障 。”该 服 务 队
队长罗瑞说。

王仕荣告诉记者，受天气影响，
今年春茶开采时间比往年晚一周左
右，最近这两天刚开始采摘，每天能
收 500 公斤左右的鲜叶。随着气温
逐步回升，产量也会逐日增多，预计
清明节前后进入采摘高峰期，每天
可收购三四千斤鲜叶，每天需连续
加工 15个小时以上。

“ 茶 叶 生 产 过 程 中 的 杀 青 、揉
捻、炒茶、烘干、提香、复干等道道
工序都离不开电，这对供电质量要

求也很高。在春茶生产关键时期，
供 电 服 务 人 员 主 动 上 门 ，贴 心 服
务 ，我 们 采 茶 不 用 愁 ，制 茶 不 缺
电。”王仕荣说。

据了解，早在 3 月初，国网汉中
供电公司就提前对辖区内茶农进行
了用电走访，挨家挨户记录茶叶种
植的规模和用电需求，提前谋划，合
理布局，制定增容方案，并及时消除
用电隐患，宣传安全用电知识，确保
让茶农用上优质电、舒心电。

近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完
成 城 乡 居 民 医 保 费 用 集 中 征 缴 工
作，参保群众已经享受到了医疗保
障服务。全国基本医保参保情况如
何？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是否合理？
未 生 病 的 居 民 参 加 基 本 医 保 是 否

“吃亏了”？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
人就社会关心的问题接受了记者的
采访。

问：有人称，我国城乡居民医保
参保人数近年来持续下降。还有人
称，部分地区农村出现医保“退保
潮”。请问相关说法是否属实？

答：这种说法不准确。我国基
本医保参保覆盖面稳定在 95%以上，
参保质量持续提升。

从宏观上看，居民医保参保人
数保持稳定。相关数据近年来有轻
微波动，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是参保数据治理。自 2022 年起，
医保部门以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
上线为契机，连续两年清理居民医保
跨 省 和 省 内 重 复 参 保 数 据 共 5600
万。这是居民医保参保数据出现波
动的最主要原因。二是参保结构优
化。由于大学生毕业就业等新增就
业因素，部分原来参加居民医保的群
众 转 为 参 加 职 工 医 保 ，2020 年 至
2023 年，每年都有 500 万至 800 万参
保人由参加居民医保转为参加职工
医保，造成了居民医保人数和职工医
保人数此消彼长。

从微观上看，国家医保局近期
派出专人，赴内蒙古、黑龙江、河南、
湖北、湖南、四川、甘肃等 8 个省份中
工作基础相对较弱的 8 个村开展参
保工作蹲点调研。调研显示，这 8 个
村中，有 5 个村 2023 年参加居民医保
人数比 2022 年增加，有 3 个村参保人
数略有减少，8 个村整体参保人数比
2022 年净增长 151 人。以网传“多人
退保”的湖北省麻城市某村为例，实
地调研发现，2023 年该村 97.4%的居
民均参加医保，实际新增参保 30 人，
因特殊原因未参保的仅是个例。许
多村民表示，幸好有了医保，切实解

决了他们看病就医的后顾之忧。
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人口老

龄化、少子化的持续发展，特别是随
着我国人口总量的下降，未来居民医
保参保人数可能也会平稳中略有下
降，甚至总参保人数也有可能缩小。

问：2023 年我国城乡居民医保
个人缴费标准为 380元。有人认为
费用标准偏高，涨速偏快。该如何看
待这个观点？

答：有舆论认为，与 2003 年“新
农合”建立时 10 元/人的缴费标准相
比，目前 380 元/人的居民医保费用
缴费标准增长太快。但是，我们不应
单纯看缴费标准的增幅，而应该看这
增长的 370 元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
了什么。事实上，医保筹资标准上涨
的背后，是医保服务水平更大幅度的
提高。

一是对群众的保障范围显著拓
展。2003 年“新农合”建立初期，能
报 销 的 药 品 只 有 300 余 种 ，治 疗 癌
症、罕见病等的用药几乎不能报销，
罹 患 大 病 的 患 者 治 疗 手 段 非 常 有
限。目前，我国医保药品目录内包含
药品已达 3088 种，覆盖了公立医疗
机构用药金额 90%以上的品种，其中
包含 74 种肿瘤靶向药、80 余种罕见
病用药。特别是许多新药好药在国
内上市后不久就可以按规定纳入医
保目录。以治疗白血病的药品“伊马
替尼”为例，该药品刚在国内上市时
患者服药的年自付费用近 30 万元，
许多患者和家庭不得不“望药兴叹”，
在沉重的经济负担和脆弱的生命之
间艰难取舍；2018 年国家医保局组
建以来，该药品集采并经医保报销
后，患者每年服药的自付费用降低至
6000 元左右，不断完善的医保制度
让无数患者和家庭重燃生命希望。

二是各类现代医学检查诊疗技
术更加可及。20 年来，在医保政策
的有力支持下，医疗服务能力实现跨
越式发展，重大疾病诊疗能力比肩国
际先进水平，一些领域领先世界。患
者享受到的医学检查、诊疗手段朝着
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方向大幅迈
进，彩超、CT、核磁共振等高新设备
迅速普及，无痛手术、微创手术等过
去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诊疗技术日
益普及并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广大参
保患者享受了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三是群众的就医报销比例显著
提高。2003 年，“新农合”制度建立
之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
普遍在 30%至 40%左右，群众自付比
例较高，就医负担重。目前，我国居
民医保的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
比例维持在 70%左右，群众的就医负
担明显减轻，而这必然带来医保筹资
标准的提高。同时，随着我国人口老
龄化程度加深、群众医疗需求的提
升、医疗消费水平的提高，也需要加
强医保基金筹集，为群众提供稳定可
持续的保障。

四是对群众的服务能力水平跨
越式提升。2003 年，“新农合”的参
合群众在本县（区）医院就诊才能方
便报销，去异地就医报销比例降低较
多，且不能直接结算。目前，居民医
保参保群众不仅可以在本县（区）、本
市（州）、本省份享受就医报销，还可
以在全国近 10 万家定点医疗机构享
受跨省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服务，为广
大在异地生活、旅游、工作的群众看
病就医提供了坚实保障。此外，高血
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从无到
有，让群众不再为买药钱操心，帮助
约 1.8 亿城乡居民“两病”患者减轻用
药负担 799 亿元；“三重保障制度”仅

2023 年一年就惠及农村低收入人口
就医超 1.8 亿人次，帮助减轻医疗费
用负担超 1800 亿元。

20 年间，居民医保人均筹资标
准虽然增加了 370 元，但医疗保障水
平和服务的提升为群众带来的收益
却远不是这 370 元可计量的。事实
上，为了支撑医保服务能力和水平的
大幅度提升，国家在对居民个人每年
参保缴费标准进行调整的同时，财政
对居民参保的补助进行了更大幅度
的上调。2003 年至 2023 年，国家财
政对居民参保的补助从不低于 10 元
增长到不低于 640 元。如果一名居
民在 2003 年至 2023 年连续参保，其
医保总保费至少为 8660 元；其中财
政共补助至少为 6020 元，占保费总
额的约 70%；居民个人缴费共计 2640
元，只占保费总额的约 30%。

在不断完善的医保制度的有力
支持下，全国居民就医需求快速释
放 ，健 康 水 平 显 著 提 升 。 据 统 计 ，
2003 年至 2022 年，我国医疗卫生机
构总诊疗人次数从 20.96 亿人次增长
至 84.2 亿人次；全国居民平均预期寿
命从 2005 年的 72.95 岁增长到 2020
年的 77.93 岁。与此同时，个人卫生
支出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却从
2003 年的 55.8%大幅下降至 2022 年
的 27.0%。近 14 亿医保参保人享受
更高水平的医疗条件、更大范围的医
疗保障、更高比例的医保报销、更为
便利的医保服务的背后，是中国医保
制度为人民生命健康的保驾护航。

问：城乡居民享受的医保报销，
都是来自居民个人缴费吗？

答：城乡居民医保的保费为定
额按年缴纳，2023 年的筹资标准为
1020 元/人 ，其 中 财 政 补 助 不 低 于
640 元/人，这是筹资的大头；个人缴

费标准 380 元，只是筹资的小头，并
且对于低保户等困难人员，财政还会
给予全额或部分补助。

居民缴纳的医保费，与财政补助
共同组成了我国广大城乡居民共同
的基本医保基金池，带来的是对广大
群 众 基 本 医 保 保 障 水 平 的 持 续 提
升。在此，再补充说明 2023年的几个
数据：一是全年全国城乡居民医保个
人缴费总额为 3497亿元，二是财政全
年为居民缴费补助 6977.59 亿元，三
是居民医保基金全年支出 10423 亿
元。居民医保基金全年支出总额，是
居民个人缴费总金额的 2.98倍。

问：如何看待“缴纳医保后没生
病，吃亏了”等言论？

答：疾病的发生往往具有不确
定性。在现代社会，面对突然到来的
重大疾病，个人和家庭很难能独自承
受高昂的救治费用。保险的实质，就
是汇聚各方力量后，帮助那些不幸患
重病的个人和家庭抵御大额医疗支
出的风险。因此，参加医保就是“患
病时有保障，无病时利他人”，应该是
每个群众面对疾病风险不确定性时
的理性选择。

2022 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门
诊总诊疗 84.2 亿人次，平均每个人一
年到医疗卫生机构就诊 6 次。全国
医疗卫生机构入院 2.47 亿人次，年住
院率为 17.5%；也就是说，平均每 6 个
人 中 就 有 1 个 人 一 年 住 一 次 医 院 。
居民生病、生大病的概率并不像想象
中的那么低。之前脱贫攻坚期间，
40%的贫困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也说明疾病对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
极大。

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居民医
保 参 保 人 的 次 均 住 院 费 用 为 8129
元，以报销比例 70%计算，住一次院

医保平均报销 5690 元；假如居民将
2003 年至 2023 年连续参保个人缴纳
的保费进行储蓄，按年利率 5%计算
复 利 ，到 2023 年 本 金 和 利 息 共
3343.1 元。也就是说，居民住一次院
后医保报销的金额，就远超将连续
20年个人总保费进行储蓄的收益。

所以说，“缴纳医保后没生病，
吃亏了”这种说法不对，而且从算账
上来说也是不划算的。

问：有网民称，“年轻人身体好
可以不参保，只给老人、孩子参保就
行了”。请问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答：这种观点在部分人群中有一
定代表性。但如果综合考虑各方面因
素，会发现这其实是“算小账、吃大亏”。

一是我国的疾病谱正在发生变
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
越多的疾病实现了早发现、早诊断，
尤其是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工
作压力的加大以及生活习惯等原因，
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恶性肿瘤等
出现低龄化趋势，青壮年面临的健康
风险不容小觑。

二是青壮年对疾病风险的承受

力更加脆弱。青壮年上有老，下有

小，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罹患重

大疾病，如果没有医保，不仅意味着

家庭将承担巨额的治疗费用，还意味

着家庭将失去重要经济来源。这双

重的打击，不仅在经济上将给家庭带

来灾难性的影响，还会进一步影响子

女的教育和成长。因此，家庭的“顶

梁柱”更加需要医疗保障给予重点的

保驾护航。

综 上 所 述 ，青 壮 年 应 该 参 保 。

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父母、

孩子和家庭提供保障。

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继续发

挥我国基本医保制度的确定性来应

对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着力缓解群众看病就医的

费用负担，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加优质

的医保服务。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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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茶加工生产忙 电力护航茶飘香
本报记者 崔慧芬 通讯员 高宁

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就居民医保参保答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讯 （通讯员 胡胜艳 白
聪敏） 连日来，佛坪县农业农村局
组织农业综合执法、行业管理和技
术人员成立专项检查组，扎实开展

“利剑护农”春季农资执法专项行
动，全力保障春耕生产。

执法检查中，对全县种子、化
肥、农药、兽药、饲料及饲料添加
剂 等 农 资 经 营 门 店 进 行 拉 网 式 检
查，全面排查农资经营领域的无证
经营、套牌侵权、制假售假等安全
隐 患 ， 发 放 《农 资 规 范 经 营 告 诫
书》，在农资经营微信群推送农资
产品采购经营注意事项和相关法律
法规知识，不断增强守法意识，规
范经营行为。指导督促农资经营门
店及时开展种子经营备案、查验农
资产品标签标识和质量合格证，健
全购销台账，严厉查处农资领域违

法行为，切实维护农资生产经营秩
序 ， 推 动 放 心 农 资 进 镇 村 。 利 用

“科技之春”“三下乡”、 3.15 消费
者权益保护日、“放心农资下乡宣
传 周 ” 等 活 动 ， 开 展 农 资 产 品 选
购、辨假识假、农药安全使用和春
耕生产技术宣传服务，指导农业生
产经营主体和农户选购优质农资，
科学安全使用农资，促进农业生产
节本增效，稳产保供促振兴。

截 至 目 前 ， 该 县 累 计 开 展 宣
传培训 17 场次，发放宣传资料 500
余 份 ， 出 动 执 法 检 查 人 员 38 人
次，检查农资经营门店 32 个，督
促 7 个农资经营门店对存在的种子
经 营 备 案 、 肥 料 标 签 标 识 不 规
范 、 执 行 农 资 购 销 台 账 制 度 不 到
位 等 违 法 行 为 进 行 整 改 ， 立 案 查
处农资违法案件 2 起。

佛坪开展“利剑护农”农资执法专项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 许莹）眼下，随

着天气回暖，留坝县的田间地头随处

可见农民春耕备耕的身影，处处都是

春耕备耕的火热场景。

立 春 以 来 ，留 坝 县 聚 焦 春 耕 备

耕，组织农技人员深入村组、田间场

院开展农技、农资等服务，邀请农业

技 术 专 家 进 行 现 场 教 学 ，手 把 手 指

导农户种植，检修、保养、调试春耕

作 业 机 械 。 向 农 户 宣 传 品 种 选 育 、

栽培技术、生产管理等实用技术，以

及耕地地力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

业 保 险 等 各 类 强 农 惠 农 政 策 性 补

贴 ，提 高 群 众 农 业 生 产 技 术 和 安 全

生 产 意 识 ，确 保 春 耕 备 耕 生 产 有 序

进行。

该 县 提 早 做 好 种 子 、化 肥 、农

药、农膜、农机具等农资储备，开辟

绿 色 运 输 通 道 ，确 保 各 类 农 资 供 应

充 足 及 时 。 深 入 开 展 农 资 打 假 行

动，对全县 8 个镇（街道）的 20 多家

农资经营门店销售的种子、农药、化

肥、农膜等农资产品进行现场查验，

严 厉 打 击 制 售 假 冒 伪 劣 产 品 ，保 障

农 民 群 众 用 上 放 心 肥 、放 心 农 机 。

做 好 春 耕 备 耕 期 间 气 象 预 警 ，及 时

在工作群向各镇（街道）发布气象预

警信息和防御工作通知，针对“倒春

寒 ”等 极 端 天 气 可 能 给 农 业 生 产 带

来 的 不 利 影 响 ，指 导 农 户 做 好 预 防

措施，科学抓好农业防灾减灾。

留坝扎实推进春耕备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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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本 报 记 者 朱媛媛
见习记者 高思懿）3 月 26 日，我市
召开冲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验收暨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
工 作 推 进 会 ，通 报 了 创 建 工 作 情
况 ，安 排 了 下 一 步 重 点 任 务 。 市
委 常 委 、副 市 长 陈 剑 彬 出 席 会 议
并讲话。

会 议 强 调 ，要 在 思 想 上 再 深
化 ，切 实 增 强 迎 评 迎 查 紧 迫 感 责
任感，各级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准
确把握形势，强化使命担当，坚定
信心决心，确保干则必优、创则必
成 。 要 在 措 施 上 再 加 力 ，集 中 力

量 查 漏 补 缺 促 提 升 ，坚 持 目 标 导
向、问题导向，聚焦明查暗访标准
抓整治、“两个责任”抓落实、示范
项目抓提升、风险隐患抓防控，确
保圆满完成创建验收任务。要在
责 任 上 再 夯 实 ，凝 聚 合 力 冲 刺 迎
检全面就绪，树立“一盘棋”思想，
强化责任，密切协作，进一步强化
组织领导，把力量充分调动起来；
强 化 舆 论 宣 传 ，让 全 社 会 参 与 进
来；强化督查问效，将责任传导至
基 层 一 线 ，确 保 创 建 工 作 一 以 贯
之、一干到底，让广大群众真切享
有创建带来的安全感和获得感。

本报讯 （记者 李弋戈）3月 25
日，市政协汉中市第六届委员会召
开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政协汉中市
委员会 2024年工作要点》。市政协
副主席李芳、刘颖、范英、王生波、刘
伟、原颖娜出席会议。

会议要求，要发扬优良传统，
牢记政治责任，坚持党对人民政协
工作的全面领导，自觉在全市大局
中谋划推进政协工作，把牢履职正
确政治方向，提高各项工作的政治
性和实效性。要充分发挥专门协
商机构作用，尽职责、建真言、献良

策、出实招，实施好年度协商计划，
深入开展协商议政，增强建言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为科学决策、有效
施策提供有益参考，以高质量建言
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要把加强
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
中心环节，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
识双向发力，多做加油鼓劲、助威
添力的工作，广泛凝聚政治共识、
思想共识、行动共识，形成心往一
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的
强大合力，为我市高质量发展贡献
智慧和力量。

我市召开冲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验收
暨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工作推进会

市政协召开主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