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2月9日 星期一 专版 11

合规建设：
点亮诚信经营的灯塔

在蒋村街道三深国际中心园区，
一场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合规培
训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这里，西湖区
合规专家正详细解读法律条款，为企
业提供合规指引。作为“互联网产业

（个人信息保护）”合规中心，该场所汇
聚了西湖区律师党员代表工作室、杭
州融易算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植德（杭
州）律师事务所等多家园区单位，共同
为企业提供合规指引、合规培训、合规
体检等服务。

除了线下活动，线上平台也为企
业合规提供了有力支撑。西湖区平
台经济发展联盟应运而生，这一非营
利性交流平台汇聚了众多平台企业，
成员单位从最初的 36 家扩展至如今
的 50 余家。联盟不仅促进了企业间
的交流合作，还通过举办各类活动，
助力企业规范发展。闪修侠的负责
人表示：“联盟让我们找到了组织，帮
助我们与其他企业更好地开展交流、

合作，举办的各类活动对我们的帮助
很大。”

立足于互联网产业集聚优势，西
湖区司法局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上
下功夫、出实招，通过广泛调研和征求
意见，编制完成 6 章 58 条的《互联网平
台企业个人信息保护合规指引》和9章
57 条的《中小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合
规指引》，促使涉平台企业行政处罚案
件总量同比减少 33%。同时，依托合
规中心开展“税务合规”等合规培训，
联动区市监局、区工商联、区企服中心
等职能部门推出“西湖链链看”等品牌
活动，开展法治服务，惠及企业 3000
余家。此外，西湖区还积极探索“1+
1+N”合规体系，统一“1 个重点产业合
规中心+1 支专业合规团队+N 个合规
服务点”阵地模式。

企业合规建设永远在路上。今年
以来，西湖区多次召开企业合规座谈
会，邀请区内平台企业、行业协会专
家、律所合规专家、区营商环境体验官
共同探讨如何更好促进平台经济规范
健康持续发展，已收到企业合规改革
方面意见建议 70 余条，并积极开展研
究。

涉外法治：
搭建企业出海的桥梁

在企业出海知识产权国际视野座
谈会上，来自亚洲、大洋洲、欧洲、美洲
的10个国家15名专家和律师，围绕中
国企业的出海历程、IP 商业化、人工智
能与知识产权的交集等热点话题展开
深入研讨，帮助出海华商深入了解各
国知识产权制度、主动制定应对策略、
积极防范化解风险。

桥梁不仅联通国内，更要链接海
外。作为海外远程视频公证国家级试
点建设点，西湖区打造“互联网+公证”
模式，打通时空和地域壁垒，实现“海外
中国公民办证最多跑一次”，试点以来
已办理海外远程视频公证 50 余件，旅
居海外的企业家无需为公证进行奔波。

针对不断涌现的涉外法治需求，
西 湖 区 既 着 眼 当 下 ，又 展 望 未 来 。
一方面，充分利用现有涉外法律服
务资源，涉外律师团队为出海企业
提供专业服务，涉侨商事调解员帮
助侨企化解纠纷，发布《涉外法律服

务产品指引》精准匹配企业法律服
务。另一方面，积极储备、挖掘、培
养未来涉外法律服务人才，联动浙
江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等在杭高
校及天册、六和等西湖区综合性律
师事务所成立西湖区青年（涉外）律
师成长学院，选送 25 名有涉外经验、
通晓国际文化的“潜力型”律师赴英
国伦敦、东盟等参加各类涉外法治
培训，搭建涉外法治律企人才同堂
联动培训等涉外实训交流平台。

涉外法治服务永远存在新需求。
聚焦科创、云创、文创“三创融合”西湖
名片，探索“新质生产力+法律服务”新
模式，西湖区司法局将持续挖掘企业需
求、壮大专业队伍、做优人才培育、汇聚
法律服务，保证法律服务工作的针对
性、专业性和系统性，推动企业在法治
轨道上向高端化、智能化、专业化迈进。

公共法律服务：
送来普惠企业的春风

“大家在经营的过程中，一定要
注意茶叶商标的正确使用，尤其是

‘西湖龙井’专用标识，只能在获得
授权后使用。”专业的讲解声音并非
从写字楼中传来，而是来自西湖边
的西湖区龙坞茶镇，这是西湖区司
法局设立的流动茶园直播间，借助
茶乡法律服务团的力量，专为西湖
龙井茶产业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
西湖区全力推进“15 分钟公共法律
服务圈”建设，跑出法治赋能企业高
质量发展加速度。全区共建设三级
公 共 法 律 服 务 站 点 219 个 ，在 西 溪
谷产业园、浙大科技园、小和山科学
城、白沙泉金融并购街区、艺创小镇
等 拓 展 建 设 助 企 法 律 服 务 站 点 10
个 ，打 造“ 一 站 一 法 律 服 务 团 队 ”。
融合线下实体平台、线上服务平台，
实行企业增值服务需求“点单”，政
府“接单”，用心用情用力为企业办
实事、解难题，做到回应一个诉求、
解决一类问题、提升一个领域。今
年以来，为企业提供各类法律服务
5400 余件次，企业涉法诉求办理平
均时长缩短 30%。

公共法律服务，不仅包含真人解
读，更获得 AI 的助阵。西湖区上线
全国首个 AI 助企专员“西小服”，以

18 类 77 项“基础+增值”法律服务事
项清单为数据基础，精准推送法律服
务项目，全天候应答企业法治诉求，
实现跨部门、跨层级闭环处置。

“西小服”只是西湖区创新“五个
一”助企增值法治服务模式的一部
分。更包括在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立增
值服务法治板块专区，精准匹配“一站
式”增值服务；组建涉外法律服务团、
女企业家协会法律服务团、人民调解
专家团等志愿团队，持续赋能“专业
化”法律服务；上门问需、梳理清单、解
答难题，全面加强“精准性”法律服务；
培育“法韵西湖”等直播品牌，开展“法
雨春风 法企同行”等专题直播，依托

“西湖企业大讲堂”等平台量身定制合
同管理等法治课程，系统建设“精品
化”法治大讲堂。

助企增值服务永远不停歇。下
一步西湖区司法局将结合当地实际，
进一步推进涉企法治服务增值增效，
做好公共法律服务和重点产业融合
文章，不断拓展法律服务方式和内
容，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精准性涉企
法律服务，持续提升企业法律服务

“获得感”和“满意度”。
(图片由西湖区司法局提供)

多维探索为企服务新路径 答好法治化营商环境新答卷
杭西司 江宇涵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已成为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杭州市西湖区，如

何更好地响应国家号召，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成为当地政府工作的重中

之重。近年来，西湖区以创新思维为引领，积极搭建新平台、探索新方

式，致力于打造更加公平、透明、高效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企业稳健前

行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西湖区涉外法治人才库发布暨青年律师外语演讲大赛西湖区涉外法治人才库发布暨青年律师外语演讲大赛

西湖区举办企业出海知识产权国际视
野座谈会

“小哥学院”新就业群体法律服务活动

西湖区开展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合规讲座西湖区开展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合规讲座

保基本、可持续
织密群众“保障网”

“不敢想如果没有医保，我们该怎
么办。”日前，浦江县黄宅镇 61 岁的老
方因突发脑溢血入院治疗，又因颅内感
染导致病情加重，前后住院多次，总共
花费50多万元。当地医保部门依托智
慧医保等平台，通过“主动发现、精准识
别、梯次减负、保障兜底”等多个环节，
根据相关政策对其实行补助。最终，老
方需要负担的医疗总费用降到了 5 万
元以下。

近年来，金华持续规范完善基本
医保政策，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
和救助制度，稳步提升医保筹资水平，
提升保障内涵质量。

作为全省较早推行医保改革的城
市，金华先后在医保支付方式、大病补

充医疗保险等领域探索实践，特别是
自 2021 年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
以来，多部门联动实施了“宽心康复”

“一站结算”等 49 个改革项目，有效减
轻了群众就医负担。

今年 1—10 月，金华全市参保群
众享受基本医保待遇 4961.8 万次，基
金支出 93.8 亿元。今年，金华还将恶
性肿瘤等特殊病种范围从 16 种扩大
至 20 种，新增帕金森病、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等，今年 1—10 月，全市特殊病
种门诊结算 257.3 万人次，基本医保报
销10.8亿元。

在提升大病保障能力方面，金华
健全“金惠保”制度，在基本医保报销
之后，再给予报销，今年年初至今，已
为 10.9 万名大病患者报销医疗费用
11.6亿元，报销10万元以上的764人，
进一步减轻了群众负担。

陈先生因肝恶性肿瘤，住院治疗花
费 26.89 多万元，好在他连续选缴“金

惠保”3 份并持续满三年，叠加基本医
保之后，最终报销了 23.87 万元，报销
比例达88.8%。

截至目前，金华基本医保参保人
数 535.2 万，“金惠保”补充医疗保险参
保人数 495 万，两项参保率均居全省
前列。

抓改革、提质效
实现群众“减负担”

日前，金华眼科医院医生为刚做完
白内障手术的钱奶奶做检查。检查结
束后，医生告诉钱奶奶第二天就可以出
院了。出院共需支付医疗费用7000元
左右，经过医保报销之后个人仅需负担
2000元，大大减轻了患者负担。

这一变化，得益于金华不断深化
的医保改革，近年来，金华坚持系统集
成、协同高效，不断深化药品耗材集
采、医保支付方式等改革，减轻群众就
医负担。

首先是推进药品耗材集采改革，
金华抓好国家和省级集采药品耗材落
地工作，强化中选产品质量保证和供
应管理，截至目前，金华全市已累计落
地28个批次，覆盖大多数常见病、慢性
病用药及常用高值耗材，今年以来，降
低患者医药费负担 9.1 亿元。如，糖尿
病患者常用的某款药品价格从原来的

90多元/盒降到了现在的7.51元/盒。
金华将“推进全市500家村卫生室

（社区卫生服务站）配备使用国家带量
采购药品”纳入2024年市民生实事，目
前已有 742 家定点村卫生室

（社区卫生服务站）配备了集
采药品，药价平均降幅达
50%以上，方便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买到质优
价廉的药品。

在深化医保支
付 方 式 改 革 方
面，金华完善住
院、门诊、康复医
保支付机制。比
如，今年市医保部门
完善康复按患者导向
模型付费分组规则、评
估机制，提升医疗机构收
治中长期患者的积极性，实
现长期住院患者无需
反 复 转 院 、重 复 检
查。今年1—10月，全市医疗机构收治
中长期住院患者 1.5 万人，平均住院天
数延长至57天左右。

重基层、优服务
增强群众“获得感”

日前，陈女士登录“浙里办”医保

服务专区，申请生育津贴，几天后，一
笔金额为 20840.2 元的津贴就打到了
她的卡上。陈女士是安徽人，多年来
一直在金华工作，在老家休产假期间，
陈女士直接在网上申请生育津贴，一
次都不用跑，省心不少，便利的医保服
务让陈女士十分满意。

医 保 服 务 好 不 好 ，灵 活 就 业 人
员、以及外来务工人员的参保量也是
重要的参考指标。据统计，截至今年
9 月，金华全市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
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56.65 万人，比 2023 年底增加 3.79 万
人，增幅 7.17%，参保人员稳步上涨。

近年来，金华聚焦群众看病就医
的“急难愁盼”，持续优化卫生健康和
医保领域便民服务。

在提升医疗健康服务水平方面，
金华通过推进紧密型医共体和城市医
疗集团建设，新改扩建、规范化改造村
级医疗机构，不断提升基层卫生服务
能力。

金 华 推 进 医 疗
机构检查检验结果

互认共享，今年
1—10 月，金华

全 市 已 互 认
145.5 万 项

次，累计为患者节省
各 类 检 查 检 验 费 用
2126.6 万元，迭代升级

“浙里护理”应用，今年服
务项目数增加到80项以上，
截至 10 月底全市累计上门服
务人次数达到 2.2 万，位列全省
第2位。

金华积极构建“15分钟医保服

务圈”，拓展医保帮办服务，在医药机
构、银行、企业园区等设立医保帮办
点，截至目前，全市已设立驻院服务站
42 家，三星级以上“医银驿站”100 个，
药店帮办服务点188家。

在推进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方面，
截至目前，跨省住院费用即时结算率
90.5%，异地结算定点医疗机构开通率
100%，异地结算定点零售药店开通率
92.2%，居全省前列。

今年 9 月底，金华出台《金华市长
期护理保险实施办法》，将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预计每年有 2 万名左
右重度失能人员将享受到长护险待
遇，为重度失能家庭减轻家庭负担约
2.5 亿元。据悉，金华长护险政策待遇
保障分为居家护理和机构护理，居家
护理是由长护服务机构上门为失能
保障对象提供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
服务，如沐浴、协助进食等。每个月
服务时长不超过 25 小时，支付标准为
60 元/小 时 ，其 中 长 护 险 基 金 支 付
80%；机构护理是由长护服务机构为
入住机构的失能保障对象提供全日
的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支付标准为
不超过 80 元/床日，其中长护险基金
支付 70%。参保群众无论是在家还
是入住机构都能享受到长护待遇。

金华聚力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

医保进步一点点，百姓身上看得见
傅颖杰 于胜敏

金华市民黄阿姨是参加职工医保的患者，上一年度，其门诊血透总

医疗费用 21.2 万元，在基本医保及大病保险报销 18.5 万元基础上，

“金惠保”再给予报销 1.8 万元，最终个人仅负担 0.9 万元，大大减轻了

负担。

近年来，金华聚力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推出了一系列跨部

门、跨层级的医疗、医保、医药便民服务举措，切实增强了参保群众获得

感。经过持续改革，金华全市医疗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医疗、医保、医药

领域公共服务更加均衡可及。

医保经办人员通过“浙里办”App帮助群众办理相关医保业务 李建林 摄

医护人员查房会诊 李建林 摄

工作人员赴定点药店检查 李建林 摄

社区网格员向居民宣传医保征缴工作 李建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