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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至2023年1月8日
全省人社部门部分业务暂停办理

暂停全省就失业登记、创业担保贷款、困难人员就业援助、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劳务
输转信息录入、职业介绍、就业创业培训、流动人员档案传递及各类就业创业补贴申领

（不来即享）等全流程业务。
同时，省人社厅温馨提示：全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各企业法人、办事群众提前

或延后办理所需业务。系统停止服务期间，若急需办理相关业务的，请到各地业务受理部
门进行线下咨询、办理。系统切换期间未及时受理的各类业务，系统切换后优先受理，不
影响企业和个人权益。如有疑问，可拨打12333（天水、临夏拨打区号+12345）咨询。

建立职工门诊报销和个人账户共济制度

门诊共济制度改革是一项全国性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兰州市建立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是落实国家
和省上的决策部署。职工医保自建立以来，实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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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账户保障
功能不足、共济性不够的局限性逐步凸显，导致出现有病的不够用，没病的不能用等问题。

建立门诊共济保障制度，可以增强职工医保互助共济保障功能，推动职工医保门诊保障由个人积
累式保障模式转向社会互助共济保障模式，将普通门诊费用纳入统筹基金的报销，提升基金使用效率，
减轻参保职工门诊医疗费用负担。一是建立职工门诊报销制度，将普通门诊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解决
保障功能不足的问题。二是建立职工个人账户共济制度，职工本人的个人账户可共济给配偶、父母、子
女，支付他们的医药费，盘活个人账户沉淀基金，解决共济性不够的问题。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记者武永明）甘肃省2023年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在即，甘肃
省教育考试院12月21日发布的
应试须知明确，考生须按照考点
要求存放手机等非考试用品。
如考生在考试过程中随身携带
手机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
功能的设备，无论使用与否，均
认定为考试作弊，取消本次考试
全部成绩。

甘肃省 2023 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考试时间为12月24日
至 25 日（每天 8：30-11：30、14：
00-17：00）；考试用时超过（含）
3 小时的业务课二安排在 12 月
26 日进行。考试文具由考点统
一配发；自命题科目考试时，考
生可携带招生单位在准考证上
注明的用具。考生不得携带任

何具有通讯功能的工具（如手
机、照相设备、扫描设备、智能设
备等）、书刊、报纸、稿纸、图片、
资料或有存储、编程、查询功能
的电子用品以及涂改液、修正带
等物品进入考场，否则按违规处
理。化学（农）科目可使用具有
对数及幂指数计算功能、且不带
字典存储和编程功能的科学计
算器。

甘肃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
试临近而一些不法分子也在此
时动起了“歪脑筋”，通过各种方
式和手段进行诈骗犯罪活动，如
利用互联网、小广告等兜售所谓

“考研试题”“试题答案”“作弊工
具”等，希望广大考生高度警惕，
切莫上当，防止陷入骗局而影响
自己的考试，更不要一时糊涂参
与组织作弊，触犯法规。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武永明）由省科技厅主办的疫情防控科学知识网络竞
答活动，日前通过网络在线即时答题方式举行，全省6000余名中小学生参与竞答。

此次以“科学防疫 从我做起”为主题的网络竞答活动，注重宣传国家最新防疫政策，
科学编制疫情防控知识题库，充分发挥网络科普平台和科普资源优势，面向全省中小学生
群体，积极组织实施疫情防控科学知识网络竞答，不断增强自我防护能力和责任意识，为
创建“无疫校园”筑牢安全防线。

省教育考试院——
考研随身携带手机，作弊！

我省举行疫情防控科学知识网络竞答
全省6000余名中小学生参与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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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明年1月1日起——

职工本人账户
可报销普通门诊费用
可支付近亲属医药费

2023年1月1日起，兰州市正式实施职工基本医保门诊共济政策。
12月22日，兰州市医保局就此政策作出进一步解读。

保障患病群体尤其是老年人门诊医疗负担

这里所说的“共济”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去理解。广义上
讲，大共济是建立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全体参保职工往门诊统筹基金
池中注资，为生病的人提供报销，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狭义上
讲，小共济就是家庭小共济。扩大职工个人账户的使用范围，个人账
户中的钱可以用于保障家庭内其他成员的门诊、住院医药费，也可以
用于家庭内其他成员购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将职工门诊制度按照改革前后作一对比，改革前的保障方式是
个人账户，改革后则为“个人账户 + 普通门诊报销”；改革前的保障
模式是个人积累，改革后则为“个人积累 + 社会互助共济”。

改革前职工门诊制度的特点是：方便易操作，但保障功能不足、
共济性不够，有病的不够用，没病的不能用，没有真正体现医疗保险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保障理念。改革后的特点是：有针对性地保
障患病群体尤其是老年人的门诊医疗费用负担，增强医保基金的保
障功能和使用效率，提高门诊的医疗服务可及性。同时继续保留了
职工个人账户，兼顾了公平和效率。

职工门诊一年最高报销2500元

门诊共济制度改革涉及的对象为所有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包括：
在职职工、退休职工、灵活就业人员。

改革的具体内容：一是将职工普通门诊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具体
报销政策为：一个自然年度内，起付标准200元以上，最高支付限额
2500元以内，按照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在职人员55%、退休人员60%，
二级定点医疗机构在职人员60%、退休人员65%，一级定点医疗机构
在职人员65%、退休人员70% 的比例进行报销。二是改进个人账户
计入办法。在职职工个人账户由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计入，
统筹基金不再划入；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由统筹基金按定额划入，划入
标准为每人每月90元。

职工门诊报销不限制病种

兰州市医保局还解答了几个门诊共济改革中普遍关注的重点
问题。

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钱从哪里来？从改革个人账户计入办法中
来。建立门诊共济制度的钱不向参保单位和职工单独收缴，通过调
整个人账户划拨办法解决。单位缴纳的医保费不再划拨个人账户，
退休人员个人账户按照定额划拨，节省出的医保基金用来建立门诊
共济保障机制，解决职工普通门诊费用报销。

改革后医保待遇会降低吗？虽然本次改革后划入职工个人账户
的钱有所减少，但职工的门诊费用可以报销了。改革后，职工除了个
人账户每月划拨钱用来买药以外，每年有2500元的门诊费用可以纳
入报销范围按规定和比例进行报销，并且门诊报销不限制病种，总体
来说多数职工门诊待遇提升了。

兰州市门诊共济改革的待遇水平与周边其他地区相比如何？对
于省内其他市州，省医保局规定，退休职工个人账户定额划拨标准在
80元/月和90元/月之间确定。目前，省内有4个市州执行80元/月
的标准，有5个市州执行90元/月的标准，有两个市州和省本级执行
120元/月的标准。

关于门诊报销起付线，省内有10个市州执行年度累计200元的
标准 2 个市州执行年度累计 300 元的标准；门诊报销封顶线，年度
累计2500元；报销比例为平均60%。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王思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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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职工个
人账户共济制度，职
工本人的个人账户
可共济给配偶 、父
母、子女，支付他们
的医药费，盘活个人
账户沉淀基金，解决
共济性不够的问题。

● 建立职工门
诊报销制度，将普通
门诊纳入医保报销
范围，解决保障功能
不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