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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岁的南昌市西湖区广润门街道

居民邬林，这几天终于把一年一度的大

事给解决了——在家楼下的江西银行

抚河支行，5 分钟就办好了明年的医保

参保手续。

“不用跑医保局，也不用麻烦孩子

在手机上办，下个楼就办好了，真是太

方便了。”这种全新的体验让邬林很是

爽心。

这是今年南昌市积极探索医保经

办服务下沉，打造医疗保障一体化服务

中心，构建“十分钟 医 保 服 务 圈 ”的 生

动 缩 影 。 为 打 通 参 保 群 众 办 事“ 最 后

一 公 里 ”，南 昌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将 30 个

医疗保障政务服务清单事项下沉到服

务 网 点 ，实 现 医 保 业 务“ 就 近 办 、一次

办、便捷办”。

日前，笔者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青

山湖支行见到正在办理生育保险报销

事宜的罗女士。“原以为要到市医保局，

没想到在家附近的银行就能办，节省了

两个小时的路程。”

南昌市医保局医保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徐高磊说：“我们通过分析市区、

乡镇人口数量，产业结构等情况，发挥

银行网点、医疗机构、通信部门点多线

长面广的优势，选择条件好、服务市民

多的网点作为合作服务窗口，按照一个

专区、一个专柜、一个医保专员的‘三个

一’模式，在服务网点内打造医疗保障

一体化服务中心。”徐高磊介绍，这打破

了以往的参保地属地办理原则，让市民

可就近办理城乡居民参保登记、住院费

用报销等医保业务。目前，全市共有 17
个医疗保障一体化服务中心。这也意

味着，在医院就诊的患者，可直接在医

院办理医保各项事宜，不必再为报销来

回奔波了。

“小伙子，慢病申请怎么在手机上

操作”“我这个药的报销费用是怎么算

的”……10 月 18 日上午，南昌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医保服务中心内人头攒动。4
个 窗 口 的 工 作 人 员 ，或 为 患 者 答 疑 解

惑，或接收核实材料，或帮助患者用手

机在线上操作。笔者注意到，此时已临

近中午，叫号机已经叫到了 211 号，仍不

断有患者取号排队。一旁的两台自助

服 务 终 端 机 前 ，不 时 有 群 众 在 查 询 信

息、打印凭证等。

“医保政策咨询和慢病报销申请，

都是高频业务。”工作人员杨丹告诉笔

者，医疗保障一体化服务中心于今年 8
月“落户”医院，目前每日的接待量突破

400 人。据悉，自门诊特殊慢性病病种

鉴定审批前置到定点医疗机构以来，患

者在医院就可享受申请、审批、开药、报

销一条龙服务，审批时间更是从过去的

两个月缩短到两周，大大方便了群众。

“我们正在江西省妇幼保健院打造

医疗保障一体化服务中心，让新生儿参

保登记、医疗费用报销以及生育津贴领

取一站办理。”徐高磊说。

除了就近办，医疗保障一体化服务

中 心 还 提 供 一 对 一 、点 对 点 帮 代 办 服

务，变“坐等群众上门”为“主动下沉服

务”，加快形成市、县、乡镇（街道）、村

（社区）四级医保经办服务体系，推动医

保业务下沉到各村（社区）代办帮办。

在打造医疗保障一体化服务中心

的同时，南昌市医保局还在多家县区经

办机构、银行网点铺设了医保自助终端

机 ，参 保 群 众 可 自 助 办 理 异 地 就 医 备

案、参保信息查询等事项。截至目前，

全市 102 个合作网点铺设医保自助终端

机 128台，受理医保业务 7.3万余件。

“医保服务下沉，既方便居民在家

门口办医保，也大大缓解了各级医保服

务中心的经办压力。”徐高磊说，今年 12
月底前将在全市范围内建立不少于 60
个医疗保障一体化服务中心，实现医疗

保障领域公共服务向基层延伸全覆盖，

并继续推动医保服务事项以委托受理、

授权办理、帮办代办等方式下沉至两定

医药机构、社区卫生所、村卫生室等，把

医保服务“搬”到居民家门口，让医保服

务更有温度。

医保服务“搬”到家门口
——“十分钟医保服务圈”提升居民幸福感

侯艺松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保服务中心内，患者出院即可办理相关医保业务。

侯艺松摄

“大爷，我们站起来看一下腿部有

力了不？来，我帮您，慢点慢点……”

10 月 20 日上午，南昌市西湖区社会

福利院内，护理员陈同亮正在帮一位

失能老人进行康复训练。

“别小看这几分钟的站立训练，

对失能老人来说，每天适度的康复训

练可能让他们重新恢复行走。”和陈

同亮一起工作的同事说。

今年50岁的陈同亮曾是一名货车

司机，2018年初，因家人工作变动，这名

河南汉子来到南昌，成为一名护理员。

“刚开始只想在这里干几个月体

验一下，没想到慢慢在工作中找到了

成就感和自我价值。”他笑着说。

然而 ，刚 接 触 这 份 工 作 时 的 窘

迫依旧让陈同亮记忆犹新。西湖区

社会福利院按照老人的自理情况，

把管区分为自理区、半自理区和失能

失智区。陈同亮所在的失能失智区，

老人大多无法自主行动，每天必须帮

他们擦屎擦尿、喂饭、换衣洗澡。

“我一个大老爷们以前哪做过这

么细致的活。”更让陈同亮感到棘手

的是，由于缺少专业护理知识和经

验，一开始他连最简单的帮老人翻身

都很难做好。

为了服务好老人，陈同亮一方面

虚心学习，每周参加院内组织的护理

培训，积极向院里的老同志请教；另

一方面经常和老人进行沟通，了解每

一位老人的生活习惯、身体状况和心

理情况，慢慢摸索出一套和老人相处

的方法。

“ 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得哄着。”

2020年，一位失能老人入住陈同亮负责

的区域，刚开始老人只能躺在床上，每

次做康复训练都喊疼，不愿意配合。陈

同亮便天天陪着老人，轻声细语和老人

沟通，8个月后，老人能下床自己活动

了。“看着老人的气色一天比一天好，我

打心眼里高兴。”陈同亮说。

陈同亮用细心、耐心、爱心护理

老人，老人们也从心底里认可他，把

他当成家人。上个月陈同亮在家休

假时，一位老人打来视频电话。“老人

哭 得 像 个 小 孩 一 样 ，喊 我 快 点 回

去。”陈同亮说，“老人们很需要陪

伴，做这份工作我感觉很有意义。”

本报讯（记者陈璋）10月13日，省民政厅举

办新时代民政标准化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关

于推进新时代民政标准化工作的实施意见》有关

情况。到2025年，我省将制（修）订地方标准45
项以上，基本建成覆盖全面、结构合理、科学实

用、协调配套的民政标准体系；到2035年，结构

优化、先进合理、应用广泛的民政标准体系更加

健全，具有民政特色的标准化工作机制更加完

善，从而不断支撑和服务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省民政标准化工作快速发展，

标准体系日趋完善，质量水平明显提升。截至

目前，围绕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国家战略和民政事

业改革发展方向，全省颁布地方标准 30余个，

涵盖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殡葬服务、社区建设

等民政重点业务领域。

基本社会服务方面，我省制定《农村互助

养老服务规范》《集中照护机构设置规范》《养

老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服务规范》等，形成覆盖

养老服务业各环节要素、协调统一的养老服务

业标准体系；基层社会治理标准方面，我省在

全国率先发布《“幸福社区”服务质量星级评价

指标》和《“幸福社区”服务质量星级评定规

范》，擦亮“幸福江西”民生底色，不断提升居民

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

近年来，我省扎实推进 31 个国家和省级

标准化试点项目建设，依据标准完成1320所公

办养老机构、18家儿童福利机构、11个救助管理

站、6家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改造。对全省183家养

老服务机构开展等级评定，以“双随机、一公开”执

法监督推动养老服务标准实施，全省符合《养老

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的养老机构达98.6%。

此外，推进870个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六化”（组织规范

化、设施标准化、人员专业化、服务精准化、活动常态化、项目品

牌化）建设，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对民政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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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焕新
本 报 南 昌 讯 （通 讯 员余字芩）“ 回 家 还 以 为 走 错 了 家

门。”近日，南昌市青云谱区三家店街道三店西社区蔡家坊公

租房小区内 5 栋高楼重新粉刷了外墙，居民们看到居住这么

久的旧楼房突然大变样，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

据了解，蔡家坊公租房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墙面长期

风 吹 日 晒 起 皮 脱 落 ，还 贴 有 许 多 小 广 告 ，严 重 影 响 楼 栋 美

观。三家店街道三店西社区组织 31名楼栋长和 9名党员志愿

者对辖区内陈旧破损的墙面进行摸排统计后，安排网格员配

合昌南物业粉刷人员作业，在对墙面广告进行全面清除后，

再集中粉刷净化，让老旧小区焕然一新。

“带访代访”提升基层信访成效
本报乐安讯 （通讯员余志文）近日，在乐安县委信访局，

村民王某激动地握住信访干部的双手连连道谢：“谢谢你们，

为我解决了多年的难题！”

王某是乐安县鳌溪镇村民，与本组村民山林界线不清，

因年代久远等原因，多年未决。乐安县实行信访“带访代访”

制度以来，县委信访局充分利用信访联席会议制度，经过两

个多月的努力，最终将这件信访积案成功化解。

近年来，乐安县不断提高信访工作质量，把着力点放在源头

预防和前端化解。在成立乡（镇）信访工作联席会议领导小组的

基础上，再建立“带访代访”组织网络。明确驻村干部、村干部

为“带访代访”信访代理员，将群众反映的问题向相关主管部门

反映，并负责跟踪解决到位，有效化解群众信访诉求难的问题。

“冬闲田”变“农忙田”
本报樟树讯 （通讯员简啸睿、晏艺翾）连日来，在樟树市

黄土岗镇黄铜村千亩油菜种植示范基地，十余台翻耕机来回

穿梭，无人机在空中播种，一片繁忙的秋种景象。

黄铜村村民曾朝军说：“我今年种了 1000 余亩油菜，预计

一亩能收 300 斤左右，菜籽现在也比较好卖，一亩地的收成能

卖 1000元左右。”

目前，该镇秋冬种已全面铺开，计划种植油菜面积 1.3 万

余亩，推动油菜优质高效生产。油菜栽种提高了土地利用效

率，让“冬闲田”变“农忙田”，同时吸纳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

助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近日，上饶市广丰区委信访局干部来到泉波镇吉塘村，面

对面倾听群众诉求。今年以来，广丰区积极开展“入户下访 贴

心服务”活动，把工作延伸到群众家门口。 本报记者 吕玉玺摄

10 月 22 日，在万载县黄茅镇兴源村，村民忙着晾晒挂

面。当地有手工制面传统，村民趁着天气晴好，加紧制面晾

晒，连片的晒面场景成为一道别样风景。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瑞昌大力治超保群众安全
本报瑞昌讯 （记者付强 通讯员尹诗学）“现在，货

车是否超载尽在我们掌握之中，称重数据和图片实时上

传到省治超综合管理平台，误差不超过法定的1吨。”10月

19 日，记者在位于瑞昌市夏畈镇境内的江瑞公司装载控

制台采访时，一名工作人员说。

瑞昌市是矿产资源大市，过去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

输严重，导致道路破损、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等问题。为

此，该市痛定思痛，下决心打好打赢治超治限这场战役，

并总结出“一体化、制度化、数字化、闭环化”治超工作新

路径。在行业监管上，统筹交通、公安、交管、自然资源、

工信等行业部门的力量，综合执法、联合治超，对重点行

业实现网格化监管；从矿山、水泥、混凝土、砂石等重点

行业中，确定 23 家企业作为重点源头企业，在媒体上公

示，设立群众举报电话，让重点源头企业货运行为接受

社会监督；投入 600 万元，建成“实时监控、自动识别、自

动记录、自动预警”的治超平台，变人力治超为数字治超。

目前，该市治超工作形成了从源头到路面再到终端

的闭环，道路养护工程经费近三年年均节省 1820 万元，

货车事故率、责任事故率均大幅下降，实现政府、企业、

社会“三赢”。

从货车司机到护理员
易永艳

10 月 12 日，萍乡市安源区高坑镇裴家村在夕阳下仿佛镀上了一层金色，百合和向日葵花海更显秀丽，吸引了众多游人。

裴家村把秀美乡村建设和乡村旅游紧密结合，一幅恬静美好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铺开。 本报记者 尹晓军摄金色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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