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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场景也是生活场景”
满城风景入画来

“上塘河水百里经，西仁和接东海
宁”，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上塘河是杭
州城最早的一段运河，自古以来就是临
平的母亲河，承载了运河人家的悠悠岁
月。

生态环境优美，是临平以运河水
系勾勒江南美景的重要载体。为此，
临平区聚焦存量问题整改和增量价值
创 造 ，努 力 涵 养 城 市 美 好 生 活 的 底
气。在存量问题整改上，临平区系统
分析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问题和
短板，着力在常态排查、闭环整改上下
功夫，不断提升辖区生态环境质量。

为实现大运河（临平段）29 公里的
绿道贯通，临平区重点开展了运河主
航道及周边沿线低散乱企业及码头的
征迁工作，全面提升区域环境品质和
群众生活品质。截至目前，已完成 30
家码头、49 家企业征迁工作，为运河两
岸清丽风光立下了“汗马功劳”。

而今，绿道蜿蜒，运河水韵绵长，
轮渡、缓坡草坪、古树、水杉一一入画，
临平区以绿道拉开了城市向北发展的
空间框架，同时以上塘河、杭州塘和新
开的运河二通道河勾连出多节点水系
空间格局，进一步延续水系肌理，接续
运河人家的乡愁记忆。

开展生态环境整治修复，是为了
未来更好的发展，这是一笔面向未来
的绿色生态账。临平区主动作为，谋
划增量价值创造，以生态环境整治为
支点，有效撬动产业发展新空间。

2021 年底，乔司街道通过集中整
治，拆迁一片、复耕一片，将原本散乱
零星的良田整合成了接近 5000 亩的
成片耕地，为后续产业发展夯实土地
要素保障。“田立方·临平未来农场”

“算力小镇”等一批重点项目正陆续落
地，挺起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脊梁，集
聚产业力量，按下“南融”快进键。

今年，临平区更是好事连连。6
月，乔司传出好消息：临平区与华润正
式签约，将在这个区域展开深入合作，
共创“前湾数智城”，打造高品质的城
市服务业集合地；7 月，临平区与快手
科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整合全区
优势资源，开启微短剧赛道政企深度
合作新篇章⋯⋯

临平，这座敢于“归零”的城市，正
热浪澎湃，俨然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土，
一个“水岸城”三位一体深度融合的运
河产业圈、生活圈跃然纸上，激荡出“绿
在城中”到“城在绿中”的活力脉搏。

“生态场景也是生产场景”
绿色引擎动力足

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

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是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
量。

临平，深以为意。临平区从源头
扎紧制度的笼子，“三线一单”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的更新调整，进一步为环
境管理提供了“硬约束”的制度力量，
为绿色低碳保驾护航。与此同时，临

平区紧紧围绕“减量化、资源化、无害
化”目标，聚焦源头减量、基础建设、数
智赋能，协同“绿色低碳工厂”“绿色低
碳园区”“无废工厂”和“无废园区”等
建设，全面开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及

“无废城市”建设工作。
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是

我国减少碳排放的主战场、实现“双
碳”目标的关键。临平区立足区内先
进制造业发展优势，深入挖掘“生产
工艺耦合”，将减污降碳与助企服务
工作相结合，每周跟踪、每月服务，切
实打造好“新奥能源—贝达药业”生
态环境准入工业废气协同处置项目，
为工业企业有机废气协同治理提供

“临平方案”。
据了解，两家企业仅一墙之隔，贝

达药业将有机废气经预处理后，输送至
新奥能源天然气锅炉进行协同处置，可
减少RTO等燃烧设施重复建设。项目
实施后，贝达药业VOCs废气处理效率
将提升至 99.95%以上，实现年省用电
量 52.23 万 Kwh，年节省天然气用量
50.3万立方米，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削减
共计1506.61吨，具有示范效应。

位于临平区的制造企业，正在积
极转变发展理念，转向全程绿色、主动
绿色，协同探索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
展新路径。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
烟。临平区以建设绿色低碳工厂、绿

色低碳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为抓手，
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优势，政企协
作共赢，走出了一条绿色低碳引领产
业高质量发展道路。

“生态场景也是共富场景”
“千万工程”续新篇

如何高质量地推动生态价值“升
维”，让生态共富惠及到更广人群，成
为临平的加分题。

乡野微风下的麦田咖啡馆、河边
茶室，馨香扑鼻的果莲种植基地，杉树
遮掩下的户外营地⋯⋯走进运河街道
新宇村，有活力、有张力的乡村新业态
正嵌入其中，成为驱动乡村振兴的新
引擎。

2018 年，海归小伙洪智浩回乡创
业，将果莲种植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还
开起了“奶奶工坊”——拾掇莲花，给
莲子脱粒，细心分装⋯⋯穿着整洁工
装的村民手上忙活着，有说有笑。她
们剥出的果莲，第二天一早便会出现
在生鲜超市的货架上。

据介绍，在这里工作的“奶奶”，大
多是赋闲在家的农民，凭借着家门口
的再就业，每人每月能够增收 2000 元
左右。

这只是生态赋能下乡村产业蝶变
发展的一个缩影。久久为功，在美丽生
态加持下的乡村，不光依靠传统农业，

还探索起农文旅工多产业融合发展新
模式，让绿水青山更显“金价”。

高颜值带来高流量，塘栖村以“千
万工程”为牵引，围绕水乡风韵美景做

“加法”，俨然清新婉约的江南水乡风
光。同时，引进水上游乐设施、卡丁
车、小火车等新项目，进一步丰富乡村
业态。据了解，塘栖村平均每天吸引
众多游人来村打卡观光，村民们办起
了农家乐、民宿，拓宽了增收渠道。

无独有偶，丁河村则进一步整合闲
散土地资源，加强产业培育，引进了“珐
酷啤酒”体验工厂项目，通过桑葚、啤酒
花种植、啤酒酿造等观光体验活动，促
进旅游业的深度体验式发展。啤酒工
坊不仅消化了村集体闲置厂房资源，还
带动村民房屋出租，吸纳部分村民就
业，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近48万元。

“我们就是奔着这里的好风景来
的！”珐酷啤酒相关负责人说道。

诸如此类乡村与人“双向奔赴”的
故事，在临平区屡屡上演，见证了这座
运河水乡的“绿色强磁场”。

绿色是底气，也是一座城市的生
命力。未来，临平区将继续筑牢生态
屏障，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生
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上持续发力，
以生态为支点更高质量地助推共同富
裕示范区建设，以三生融合法解好中
国式现代化必答题。

江南水乡 和谐共生看临平
陈潇奕 马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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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运河水流经之地，物阜民丰、水清岸绿、生机勃勃。居于运河之畔、拱卫杭州东大门的临平，自是如是。

作为“杭州最年轻”的区，临平区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生态共富创新理念，围绕建设“深

度融沪桥头堡、产城融合示范区”这一全新战略定位，统筹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

绿为笔、以水为媒，勾勒出一幅生态、生产、生活“三生”融合发展的幸福画卷，探索出宜居宜游宜业的可持续发展

路径。

（（图片由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临平分局提供图片由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临平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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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宇村新宇村““奶奶工坊奶奶工坊””剥莲子场景照剥莲子场景照

打造规范化服务体系
提升医保经办水平

近年来，上城区坚持把实施“七优
享”工程和民生实事作为推进医疗保
障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的
重要抓手，整合力量、下沉资源，高效
推进医疗保障网建设，全力打造医保
经办规范化增值化服务体系。

医保经办服务体系的规范化，首
先离不开标准化。上城区通过强化部
门协同和数据互通，统一全区医疗保
障柜面服务标准流程，加强承诺制改
革，实现“一窗受理、一站办结”，让医
保经办全流程像齿轮一样顺畅转动起
来，由此推动医保业务“一事办”。

同时，上城区升级前置服务并强
化分类施策，帮助机构提前掌握准入
政策，全力解决准入环节中的堵点和

难点，并将业务需求进行分类流转，制
订个性化服务。如针对可以通过线上
办理的医保简易业务，安排定人定岗
定时进行帮办代办，实现“跑零次”。

实现医保经办服务增值化的追
求，一个重要参考指标是能否提供更
人性化的服务。为了进一步打通医保

“最后一公里”，让民众享受到更便捷
的服务，上城区迭代升级“区—街道—
社区—网格”四级联动机制，织密业务
经办网，有效推动医保服务向基层延
伸，着力打造“高频事项不出社区、疑
难事项不出街道”的“15分钟医保经办
服务圈”，实现办事群众“就近能办、多
点可办、少跑快办”的目标。

除此之外，上城区还打造由“视频
办”在线导办、医保小智电话咨询、钉
钉群组成的“三位一体”线上服务平
台，并针对“一老一小”等特殊需求群
体开通预约服务、代办服务、微信群转

办等绿色通道，所有业务实现“零跑
腿”。

随着服务效能的持续提升，上城
医保经办网络已进一步建立完善——
以“1+14+N”经办服务网络为基础，开
通 27 个“视频办”服务点，“医银合作”
服务点 113 个，投放自助服务设备 146
台。经办业务下沉街道 21 项、社区 8
项、“医银合作”服务点6项。经优化调
整后，区医保中心业务量下沉 20%，行
政中心群众等待时长缩短一半以上。

破解堵点难点痛点
扎实深化便民服务

移动支付存“堵点”、特殊群体有
“难点”、异地就医是“痛点”⋯⋯面对
参保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上城医
保在主动走访、倾听民声过程中，不仅
精准把脉找到“病因”，还对症下药开
出“良方”，用心用情护航人民群众健
康。

打通移动支付“堵点”。上城区按
照“慢病线上复诊、医保在线结算、药

品配送上门”要求，支持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首批上线“互联网+
医保”移动支付服务。截至今年 8 月
底，医院已累计服务线上复诊患者三
万余人次，医保结算金额140余万元。

解决特殊群体“难点”。上城区在
医疗机构开设“视频办”服务点，运用远
程智能控制、电子化信息采集、图像识
别等技术，实现可视化远程业务办理、
在线帮办导办等功能，重点满足老年人
与新生儿医疗保障待遇备案、医疗费用
报销、城乡居民参续保等医保需求。

消除异地就医“痛点”。上城区紧
盯开通与使用两个关键环节，一方面
协助指导辖区内医疗机构开通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功能；另一方面，指导医疗
机构通过摆放资料、播放视频、诊间宣
传等方式，科普异地就医相关知识。

付出有所回报，做法已见成效。目
前，上城区初步建成覆盖全区 14 个街
道、9个社区、4家机构的“视频办”服务
网络，在杭州市范围内率先实现街道全
覆盖，实现社区医保服务便民“可视
化”。辖区内开通“互联网+医保”移动

支付服务的定点医药机构共 19 家，14
个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及 104 个站点开
通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功能，16 家医院
开通跨省门诊慢特病直接结算功能。

创新医保服务手段
切实优化营商环境

前不久，一辆“移动审批专用车”
开进了南星街道，为周边山南基金小
镇、太和广场商业楼等片区的企业及
居民带来了“移动式”医保增值服务。

上城医保通过打造需求对接、部
门协同机制，为每一班次的移动审批
专车定制个性化专项服务，针对性提
供 11 项医保业务经办服务。这意味
着，在这辆小小的“移动审批专用车”
里，就可以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员历年账户家庭共济、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员享受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
定、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等高频医
保业务。

上城区内一家企业的人事负责人
陈先生称赞道：“我们单位派驻外地职

工有 300 多人。医保中心这次把政策
一揽子打包送到我们‘家门口’，特别
是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政策，对这些
驻外员工来说非常实用。”

围绕着“医保服务也是营商环境”
的理念，上城区还在不断创新医保服
务手段，助推全区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为进一步构建医保领域全周期服
务体系，上城区以医保政策“五进”宣
传活动为切入点，通过走企业、进园
区，倾听企业心声，为企业发展“按需
上菜”；同时，针对重点企业开设医保
服务专线，指派服务专员保持实时互
动，打造“全天候、全方位、全程式”跟
踪服务。今年上半年，上城区共举办
进企宣传 54 场，政策直播 2 场，服务两
定医药机构714家。

上城区医保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中心将在不断深化“移动审
批专用车”服务的基础上，总结推广应
用经验，加快构建增值服务体系，实现
医保服务“一网通办、移动速办”，将更
多更便捷的医保办事体验送到企业和
辖区居民的家门口，通过落地“医保服
务十六项便民措施”，打造“数智政府
情暖万家”便民惠企服务风景线。

杭州上城医保深化便民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服务规范化 看病更舒心
褚陈静 张 娟 任雅琦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重要内容，是事关群众健康福祉的重大民生

工程。

今年以来，杭州市上城区医保业务累计经办 60.53 万余件，现场接

待办事群众 4.77 万余人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99.64%，惠民保参保

率蝉联主城区第一。上城区医保中心2022年度工作评价成绩排名居杭

州市各医保中心第一，获评杭州市级先进经办机构。

成绩的背后，是上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主动作为、精准发力，

不断深化便民服务，给当地居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同

时，也进一步优化了区域营商环境，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上城区医保中心走进钱塘智慧城开展
政策宣讲

杭州西湖天幕大屏滚动播放医保政策宣传片杭州西湖天幕大屏滚动播放医保政策宣传片

杭州市医保政策进企业

（图片由杭州市上城区人力社保局医
保中心提供）

上城居民通过“视频办”办理医保业务上城居民通过“视频办”办理医保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