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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湖南省湘潭市、黑龙江省孙
吴县等地开出首张医保电子处方；甘
肃、安徽、陕西等地启动了医保电子处
方中心建设。

推动电子处方流转“谁受益”？如
何让群众在“家门口”买药更便利？“新
华视点”记者深入多地进行采访。

在药店也能用医保买处方药
因身上起疙瘩痛痒难耐，安徽铜

陵市民姜云日前到铜陵市第二人民医
院就诊，医生开了一张用地奈德乳膏
治疗的处方。但医院药房暂时无药，
医生建议拿着电子处方到医保定点零
售药店取药。
“太方便了。如果没有这个新政策，

我还得再换一家医院重新挂号开药。”在
家门口的零售药店，姜云出示医保电子
凭证后，药店员工在电脑系统调取电子
处方，经过药师核对，姜云买到了地奈德
乳膏，同时完成了医保即时结算。

专家介绍，电子处方流转是通过
系统连接医院，将院内处方以电子化
的形式同步流转至医保定点零售药
房，参保人可通过电子处方信息购买
相关药品。

记者了解到，2023年3月29日，湖
南省第一张医保电子处方在郴州市“双
通道”定点药店实现医保流转结算；黑
龙江省目前实现电子处方流转的医院
237家、药店4949家；云南有255家定点
医疗机构和662家“双通道”药店实现医

保电子处方流转上线服务……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7月18

日，已有26个省份依托全国统一的医
保信息平台，完成省级统一的医保电
子处方中心上线应用，可实现全国跨
省的电子处方流转互认及医保线上结
算，接入定点医疗机构1.02万家、定点
零售药店6.63万家，方便参保人买药。

电子处方顺畅流转仍存问题
7月5日，患有支气管炎的参保患

者李伯华来到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人
民医院，开具布地格福吸入气雾剂的
电子处方后，顺利通过处方流转在附
近定点零售药店买到药。

记者多地走访也发现，在为更多参
保人带来便利的同时，当前医保电子处
方流转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部分医院存在电子处方流转
难的情况。一方面，一些地区推进医保
电子处方相关信息化建设进展缓慢；另
一方面，因处方管理的相关要求，一些
定点医疗机构只有在院内药品“无库
存”的情况下，处方才有可能流出外配，
客观上存在处方“流出难”的问题。

此外，一些地区医生和药师相关
人员培训不够，对电子处方流转结算
相关流程不熟悉，难以满足患者的用
药需求。

当前，医保电子处方流转仍待“扩
围”，多数试点地区医保电子处方流转
还停留在单向流转——即由定点医疗

机构流向定点零售药店，区域内的多
向流转、跨区域流转仍处探索阶段。

让参保人便利买药需多方发力
国家医保局明确，2023年12月31

日前，各省份要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
息平台电子处方中心，建立健全全省统
一、高效运转、标准规范的处方流转机
制，实现省域内“双通道”处方流转电子
化。加快医保电子处方流转、让参保人
买药更加便利，仍需多方发力。

黑龙江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处
长岳海为介绍，在推进医保电子处方流
转过程中，信息化接口改造任务量大、涉
及医疗机构与药店较多，解决这些难点
和痛点，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摸索。
“要不断完善电子处方系统，调

整优化电子处方流转服务流程。”云
南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副处长
李瑞佳说。

受访专家建议，要加快推动医保
电子处方中心落地应用，应将更多符
合条件的定点医药机构接入医保电子
处方中心。

针对相关人员培训不够问题，湖
南省长沙县医保局局长唐锋认为，应
高度重视医疗服务人员的培训，帮助
医疗机构和药店尽快掌握电子处方系
统的操作方法，并提供有力的技术支
持和问题解决服务。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电子处方流
转带来的医疗服务模式转变，需要加
强对电子处方系统的信息安全建设和
监管，注意保护患者的个人隐私。
“新华视点”记者 彭韵佳 林碧锋

帅才 戴威 杨思琪

（据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破解“因药就医”让群众在“家门口”买药更便利

医保电子处方流转进展几何

据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记者周圆）

国家防总于29日12时将针对京津冀晋鲁
豫6省份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
维持针对福建、江西、浙江三省防汛防台风
三级应急响应，加派4个工作组对京津、河
北、山西等重点地区和南水北调中线等重
要基础设施的防汛工作开展督导检查。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29日组
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滚动会
商研判台风“杜苏芮”后续风雨影响和暴雨
洪涝灾害发展趋势，视频调度河北、河南、
福建、江西等省份防办，研究部署重点地区
防汛防台风工作。

会商要求，福建、广东、浙江等受灾地
区要做好救灾核灾等工作；安徽、河南等正
在迎战强降雨的地区要强化监测预警和会
商研判，落实好临灾预警直达基层责任人
的“叫应”机制；京津冀、山西等极端暴雨预
报区域要立足极端情况，做足充分准备，针
对极端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堤防决口、水库
失事、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重大隐患
再排查、再整改，切实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国家防总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京津冀晋鲁豫
严阵以待防汛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记者彭

韵佳）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做好2023年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
明确 2023年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
1020元，其中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
标准提高 30元，达到每人每年 640
元，并同步提高个人缴费标准，达到
每人每年380元。

为不断增强基本医疗保障能力，
通知从合理确定筹资标准、健全待遇
保障机制、扎实推进参保扩面等十个
方面增强居民医保保障能力，努力解
除群众看病就医后顾之忧。

在筹资标准方面，通知明确中央
财政继续按规定对地方实施分档补

助，对西部、中部地区省份分别按照人
均财政补助标准80%、60%的比例给
予补助，对东部地区省份分别按照一
定比例补助。同时要求统筹居民医保
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资金安排和使
用，确保大病保险待遇水平不降低。

在待遇保障方面，通知要求全面落
实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促进制度规
范统一、待遇保障均衡。主要包括三个
方面，一是巩固住院待遇水平，确保政
策范围内基金支付比例稳定在70%左
右。二是稳步提升门诊保障水平，有条
件的地区可将居民医保年度新增筹资
的一定比例用于加强门诊保障，继续向
基层医疗机构倾斜。统筹现有门诊保
障措施，加强保障能力，有条件的地区

可逐步将门诊用药保障机制覆盖范围
扩大到心脑血管疾病。三是加强居民
医保生育医疗费用保障，进一步减轻参
保居民生育医疗费用负担。

同时，通知聚焦重点人群、关键环
节，将加大参保缴费工作力度，确保应
参尽参。包括做好学生、儿童和新生
儿、流动人口等重点人群参保工作，动
员更多符合条件的人员参保；全面落
实持居住证参保政策，对持居住证参
加当地居民医保的，各级财政要按当
地居民相同标准给予补助等。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
切实抓好组织实施，确保各项政策措
施落地见效，促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成
果更好惠及参保群众。

2023年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1020元
财政补助每人每年640元

据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记者于文

静）据气象预报，7月29日至8月2日，黄
淮、华北及东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记
者29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
下发通知，要求黄淮海和东北地区相关省
份农业农村部门细化落实责任，强化技术
指导，切实抓好农业防汛抗洪工作，最大程
度减小损失。

通知要求，加强监测预警，加快排涝降
渍。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沟通会
商，及时通过网络、微信、广播电视、手机短
信等发布预警信息，指导农民提早做好防
御准备。加大机具和人力投入，提前清理
疏通沟渠。

通知强调，抓好设施农业防洪，精准指
导服务。及时加固棚体，疏通排水通道。
及时修复损毁农业设施，抢排棚内积水，对
受灾较轻的蔬菜大棚，及时扶苗洗苗，中耕
松土、薄肥勤施。绝收换茬田块及时清园，
分期分批适当播种速生叶菜。

农业农村部紧急部署黄淮海
和东北地区防汛减灾工作

最大程度减小
农业生产损失

受台风“杜苏芮”影响，7月28日以来，福

州全市持续降雨量大，多个气象观测站日降

水量突破历史极值，部分地区出现内涝。

图为一名市民涉水回家。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福州启动
防暴雨I级应急响应

7月29日，参赛选手在走秀。

当日，2022-2023年北京中

老年模特大赛决赛在北京朝阳规

划艺术馆T空间举行，12支晋级

队伍参加角逐。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北京上演
“银发时装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