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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可以不用主动申请，只要在这里参
保后，跨市的医保关系就会自动转移过来了！”
这是许多了解到当下医保转移便捷程度后市
民们的心声。

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曾是医疗保障领域内
的民生高频事项，也是医保经办工作的堵点、
痛点和难点。为了破题，省医保中心早在
2019 年起就开始探索医保关系转移接续的提
速工作，不断简化流程和缩短时间。

2019 年，浙江首次通过搭建医保关系转
接数据交互平台、业务经办监控平台和“浙里
办”的医保专区，实现医保关系转接“一网通
办”；2020—2021 年，浙江牵头长三角地区医
保关系转移接续区域协同，实现三省一市医保
关系转移接续“跨省通办”，为全国跨省医保关
系转接工作提供了经验样板；2022 年 3 月，浙
江依托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对转移接续工作进
行升级，并于 6 月底全面实现医保关系转移接
续线上线下全渠道全流程的跨省通办；同年 9
月，实现省内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免申请”“智
能办”“秒到账”，跨省医保转移接续实现全程
网办。

作为医保领域的一种“增值服务”，这体现
了浙江数字赋能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让老百姓
享有更高效和优质的医疗服务。这不只是群
众的个体感受，企业也有着切身体会。比如，
宁波市鄞州区创新打造的“企呼必应”问诊服
务模式，就将医保服务送到了企业“家门口”，
同步开通的“医保流动服务车”推行窗口服务

“周二夜市”工作机制，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便
利。

小问题，大民生，在医疗领域也是如此。
近年来，缺牙患者对种植牙的高需求，与口腔
种植收费不规范、价格不透明、患者负担重等

形成的矛盾成为新民生痛点。省纪委省监委
在 2023 年将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提质降费工作
纳入漠视侵害群众利益专项治理范围。

坚持问题导向、谋定而动，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专项治理工作。2023年4月，省医保局会
同省卫健委、省市场监管局出台《口腔种植医
疗服务提质降费专项治理工作方案》。随着方
案的出台，规范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收费、种植
体集中带量采购、牙冠联动挂网等专项治理措
施在省内全面落地，将单颗常规种植总体费用

牢牢控制到 7000 元以内，平均降幅达 50%以
上。截至 2023 年底，全省共计完成单颗种植
体植入术 33.9 万例，为群众节约费用超 18 亿
元。

在专项治理中，全省对口腔种植医疗服务
统一实施政府指导价管理，让种植收费透明
化；落地实施种植体系统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
果，医用耗材价格更合理化；对于种植牙行业
来说，业务量较往年同期增长 18.3 万例，让整
个行业得到更规范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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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作为人才净流入的大省，大规模的人员跨区域流动
及异地就医需求的增多，让更便利的医保异地结算成为群众
的迫切需求。

以舟山市为例，由于海岛的医疗资源不均和交通不便，
群众在异地就医时面临“垫资压力大、来回奔波苦、结算时间
长”等问题，当地医保部门不断推进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改革，
统一全市异地就医政策，实现转外
就医备案“无感办”，2000 元以
下 小 额 个 账 做 到“ 免 审 即
转”。

从全省范围来看，
2022 年 3 月上线运行
的“智慧医保”系统，统
一了全省医保的业务
编码、数据规范和经办
规程，助力实现省内就
医随时随地直接结算；
从省外的异地就医情况
来讲，浙江已不断实现住
院、门诊慢特病等跨省直接结
算全国范围的全覆盖。

浙江民营企业的数量和
规模居全国前列，在推进惠企
数字化服务方面，浙江通过创新医保服务模式，强化服务意
识，持续优化涉企医保事项办事体验。

目前，浙江医保部门已与市场监管部门打通数据接口，
实时从市场监管部门获取新注册企业的相关信息。对企业
来说，到市场监管部门网站上申报一次信息办理注册登记的
同时，就能无感完成单位医保参保登记。同时，该举措还增
加了本企业职工医保参保登记的联动申报，实现新注册企业
基本医保参保登记“无感智办”，节省企业的人力成本，从实
际办事流程的简化让企业感受到营商环境的提升，真正实现
了“脚下无感、心中有感”，这也是国家医保局今年大力推动
的“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重要内容。

对浙江而言，打造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让百姓有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也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的重要内容。

在建设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有效率的医疗
保障体系方面，浙江医保部门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巩固扩大
覆盖面，全省基本医保参保率达到 99.77%，将灵活就业和新
业态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
居民门诊慢病保障制度，提升大病保险待遇；全省域推动建
立了普惠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同时，随着浙江省多层次长
期护理保障体系建设推进，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失能人员感
受到了这一体系建设带来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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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是关系民生的大事医疗保障是关系民生的大事。。全省医保部门通过全省医保部门通过

实施实施““1515分钟医保服务圈分钟医保服务圈””便民行动便民行动，，迭代升级数字赋迭代升级数字赋

能能，，开展开展““高效办成一件事高效办成一件事”，”，持续深化医保大服务理持续深化医保大服务理

念念，，不断让医保服务越来越便捷不断让医保服务越来越便捷，，越来越有越来越有““温度温度。”。”

温州市学院路医保服务大厅

在省妇保院随处可见的宣传手册上，我
们能看到产妇只需在“浙里办”APP 做好生育
信息登记，再扫码填写个人基础信息就能完
成生育津贴申请。产妇出院、信息归档上传
后的五个工作日内生育津贴即可完成拨付，
这是浙江医保努力实现的生育津贴“无感申
领”。

以往，生育津贴申领的等待时间较长且
查询进度较难，成为不少新手父母的一件“麻
烦事”。如何让群众体验到便捷、高效的生育
津贴申领和报销方式？浙江的答案是——让
数据跑起来。

以杭州市作为试点谋划启动的生育津贴
“无感办”项目于 2023 年 5 月启动，从调研到
确定工作流程、突破业务瓶颈，再按“试点先
行、逐步推开”的原则从部分单位先推行，不
断梳理问题并优化完善系统功能及业务流
程。同年 9 月，在全市 52 家设产科的医院内
推广实施。

在成功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省生育津
贴云端“无感办”服务将打通服务平台，让数
据在各部门之间实现流通，实现产妇在省域
内定点医疗机构生育医疗费用实时结算，做
到生育津贴的“无感申领”。同时，整合统一
全省生育保险待遇核定与支付申报标准，打
造“生育医疗费用报销”和“生育津贴支付”事
项联办。

基层医保经办服务——是打通医保政策
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是浙江医保持续推动
的重点工作，也是深化医保领域“放管服”改
革的重要抓手，更是提升医保公共服务能力
的强大支撑。

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各地因地制宜，发

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管理服务，基本实现经办
机构端口前置、关口前移，由“被动受理”变成

“主动服务”。比如，依托多种载体开拓“线上
办为主、自助办为辅、帮代办为补充、大厅办为
兜底”的医疗保障政务服务体系，实现高频医
保事项“不出村”、疑难医保事项“不出街镇”、
线上线下服务逐渐走向深度融合。在长兴，县
医保局通过与长兴农商银行合作的“医保便民
服务驿站”，依托全县 36 家网点及 148 家标准
型村级丰收驿站的金融服务网格图，实现了参
保信息变更、转移接续、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
案、门诊费用报销等 15 项服务事项，切实打通
医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在做到市域医保业务融合与便捷的同时，
浙江医保智慧化的步伐没有止步，而是将优势
扩大至全省范围。省医保中心全面梳理省市
县乡村五级通办医保公共服务事项，统一全省
民生事项通办清单。2023 年 9 月，以温州市
作为试点推行医保公共服务的“全省通办”；
2023 年 10 月底，将“全省通办”的事项接入上
线，实现线上线下融合、本地异地同步。

现在，浙江每个医保办事窗口已实现省
内跨市参保人在当地直接办理参保登记、异
地人员备案等 16 项“一窗通办”事项。简单
来说，就是有关跨市的医保办事项目，群众只
要就近任何一个医保服务窗口都可办理。

要素创新 让医保服务安上智能的翅膀

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百合社区丰收驿站

“枫桥式”医保服务基层
工作站

嘉兴市南湖区行政服务中心

舟山生育津贴免申即享政策面对面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