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可用于哪些方面？

为什么要推出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

广告

这些新项目规划在哪里？

有市民询问：中德创新城城市生活
广场、长三角创新金融港、北虹桥国际
Super Mall等项目分别位于娄江新城什么
位置？目前有什么进展？

陆渡街道工作人员回复：中德创新城
城市生活广场、长三角创新金融港是沿太
仓大道规划的两处重要的城市功能地块，
是娄江新城高铁商务片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项目目前正处于规划招商阶段；北虹
桥国际Super Mall为商业综合体，位于
十八港路西侧，沈海高速东侧，目前处于
招商阶段。

窨井盖能否及时更换修复？

有沙溪镇居民反映：沙溪镇白云路
步行街口，下水道窨井盖松动起翘，车辆
碾压时有异响，晚上影响居民休息，也存
在安全隐患，能否及时更换修复？

市水务集团工作人员回复：已经安
排维修人员到现场勘察，对车碾压时出
现异响的井盖进行了更换，同时对井圈
进行了修复，待混凝土干后还会进行沥
青铺设。

入学政策中的社保
包括灵活就业社保吗？

有新太仓人询问：太仓的入学政策
中，有“在本市社保处于缴费状态且连续
缴纳满6个月以上（含6个月）的”的规定，
这里的“社保”仅指公司、单位缴纳的社
保吗？作为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的社保包
含在里面吗？

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回复：这里的“社
保”指的是在太仓市参加城镇职工社会
保险并缴纳社会保险费，包含灵活就业
人员缴纳的社保。

有市民反映：城北河湿地公园部分
垃圾桶较长时间无人清理，以至有的游
人把垃圾扔到旁边绿地上，影响环境和
游玩体验，能否及时清理并加强管理？

娄东街道工作人员回复：已经协调
人员对垃圾进行清理。城北河湿地公园
的垃圾由绿化养护人员负责清理，这一
区域的绿化养护项目目前处于招投标阶
段，预期3月中旬可以落实养护单位，待
养护单位落实后，将负责包括垃圾清理
在内的日常养护工作。

城北河湿地公园的垃圾桶
能否及时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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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包括我市在内，很多地方都推进了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改革，这项改革与群众切身
利益直接相关，因此备受关注。

“统筹额度调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家人在省外，能不能纳入医保共济账户？”……新的政策
落实之初，不少市民产生了一些疑问，最近，太仓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到了很多这样的咨
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市医疗保障局相关工作人员。

电梯能否彻底修理好？

有市民反映：丽景嘉园二期17幢3单
元西侧电梯已经发生好几起急坠现象，
每次修理后，故障仍会随机发生，电梯问
题事关安全，能否查明原因，彻底修理
好？

市市场监管局和娄东街道工作人员
回复：已经查明这部电梯的故障原因为
电梯轿厢门刀和门球间距问题，目前已
经修复好，电梯也已正常运行。

市医保局工作人员介绍，我国职
工医保制度于1998年建立，实行社会
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保障模式。
即由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费。单位
缴费的一部分和职工个人缴费的全
部，划入个人账户，主要用于保障普通
门诊和购药费用；单位缴费的另一部
分形成统筹基金，主要用于保障参保
职工住院费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医疗技术提高，门诊费用支出上涨明
显，特别是有基础疾病、老年疾病的参
保人群仅靠个人账户难以支撑门诊费
用，而健康人群个账沉淀较多。国家、

省、苏州市推出了门诊共济保障机制，
就是要在不新增单位和个人缴费负担
的前提下，加快化解这一矛盾。

共济保障机制带来四个利好：一是
门诊共济保障功能增加；二是拓展个人
账户使用范围、实现家庭共济；三是优
化我市职工医保门诊特殊病慢性病保
障政策；四是提升医疗服务可及性。

对于市民提出的“统筹额度调整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一问题，市
医保局工作人员表示，新的政策从今
年1月1日起实施，统筹额度也是从1
月1日开始调整。

三月乍暖还寒，气温多变，病原微
生物活跃，市民踏青出游增加，呼吸道
类和肠道类传染病发生和传播的可能
性比较高，要特别关注流感、诺如病毒
肠炎、流行性腮腺炎等传染病的预防。

流行性感冒

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
道传染病，流感病毒抗原性易变，传染
性强，传播速度快。每年可引起季节性
流行，在人群聚集场所可发生暴发疫
情。

流感的主要传染源是流感患者和
隐性感染者，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
播，也可以通过口腔、鼻腔、眼睛等黏膜
直接或间接接触传播。流感一般起病
急，主要表现为：发热（可出现39℃~
40℃高热），伴畏寒、寒战、头痛、肌肉关
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常有咽痛、咳
嗽，可能有鼻塞、流涕、胸骨后不适等，
也可能有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

要特别注意，轻症流感常与普通感
冒表现相似，但其发热和全身症状更明

显。重症病例可出现病毒性肺炎、继发
细菌性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休
克等多种并发症。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
手段。此外，要保持良好个人卫生和环
境卫生习惯。常通风，戴口罩，勤洗手，
咳嗽或喷嚏时用纸巾、毛巾等遮住口
鼻。要避免近距离接触流感样症状患
者，避免去人员密集、空气流通性差的
场所活动。出现流感样症状（如发热、
寒战、肌肉酸痛）后，减少人员接触，做
好防护及时就诊。用药要谨遵医嘱，不
盲目吃抗生素类药物。

诺如病毒感染性胃肠炎

诺如病毒感染性胃肠炎全年均可
发生，冬春季节高发。易在学校、幼儿
园、医院等人群密集场所引起暴发疫
情，传播途径包括人传人、经食物和经
水传播。

诺如病毒感染性胃肠炎最常见症
状为呕吐和腹泻，其次为恶心、腹痛、头
痛、发热、畏寒和肌肉酸痛。多数病例

为轻症，发病后2~3天即可康复；极少
数病例可发生重症甚至死亡，通常发生
于高龄老人和低龄儿童。

预防诺如病毒感染性胃肠炎，要注
意勤洗手，尤其是饭前便后、加工食物
前。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尽量吃熟食，
不吃生的或未煮熟的肉类、海鲜、蔬菜，
吃水果要清洗、削皮，饮用开水或未开
封的预包装水、饮料。患病期至康复后
3天内应进行隔离，轻症患者可居家或
在疫情发生机构就地隔离，重症患者需
送医疗机构隔离治疗。被患者呕吐物
或粪便污染的表面，应及时用含氯消毒
剂或其他有效消毒剂清洗消毒，并立即
脱掉和清洗被污染的衣物或床单等，清
洗时应戴上橡胶或一次性手套，并在清
洗后认真洗手。

流行性腮腺炎

流行性腮腺炎是由腮腺炎病毒引
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该病主要发生
在儿童和青少年，感染后一般可获较持
久的免疫力，主要由呼吸道飞沫传播。

流行性腮腺炎的临床表现多样，病
人在感染了腮腺炎病毒后14~25天才
会出现流腮症状，发病1~2天后出现颧
骨弓或耳部疼痛，随之唾液腺肿大，体
温上升，可达40℃。腮腺最常受累，通
常一侧腮腺肿大后2~4天累及对侧。
因唾液腺管阻塞，张口和咀嚼或进食酸
性食物时疼痛加剧。

接种含腮腺炎成分的疫苗，是预防
流行性腮腺炎的有效方法。此外，每次
饭后坚持用清水漱口，早晚可用淡盐水
或2%的苏打液清洁口腔，以保持口腔
卫生，防止口腔腺管口继发细菌感染。
注意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尤其是
人员聚集场所，不具备自然通风条件
的，可用排风扇、空调系统等进行机械
通风。做好健康监测，一旦发现有发
热、咽痛、一侧或两侧腮腺肿大的症状
应立即就医。如确诊感染，积极配合治
疗，做好居家隔离，避免出入人员聚集
场所，直至腮腺肿胀消退为止。托幼机
构、学校、工厂和企业等应及时发现和
隔离病人。

（来源：苏州疾控）

乍暖还寒 注意预防春季常见传染病

给就医带来哪些变化？
门诊共济 >>> □本报记者 张立 文/图

市医保局工作人员表示，个人账
户资金以前主要用于支付参保人员在
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自付
费用。现在，个人账户主要在三个方
面实现家庭成员共济：可以用于支付
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
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
的医疗费用；可以用于支付参保人员
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零售
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
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医疗器械和
医用耗材的范围由省统一制定；可以
用于参保人员参加职工大额医疗费用
补助（或大病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
个人缴费，接下来，市医保局还将探索
个人账户用于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个人缴费。
对于一些新太仓人提出的“家人

在省外，能不能纳入医保共济账户？”
的问题，市医保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
个人账户家庭共济的适用对象范围为
我市职工医保参保人员的配偶、父母、
子女（以下简称家庭成员），家庭成员
为本省基本医疗保险（包括职工医保
和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如果
家庭成员非本省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
人员，现在还不能享受个人账户家庭
共济。

市综合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中
心将和市医保局加强联动、协作，尽快
完善、更新医保政策相关资料库，回答
好市民提出的医疗保障方面的问题。

市医保局工作人员表示，决定门
诊统筹水平的，主要包括起付线、报销
比例、封顶线和支付顺序等。

实施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后，我市
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不变；支付限额
（封顶线）由现在的在职职工每年
4000元、退休人员每年4800元统一
提高到每年13000元；医保基金支付
顺序从个人账户、起付线、统筹基金的
三段式变为起付线、统筹基金的两段
式。也就是说，门诊费用不必用完个
账再用统筹，达到起付线后直接享受
统筹共济！

比如，有职工的个人账户金额为
2000元，在三级医院就诊，医疗费用总
计3000元，其中医保政策范围内费用
2800元，政策范围外费用200元。如

果是去年，3000元医疗费用中，个人账
户支付2000元，地方补充基金支付
200×60%=120元，个人自付费用为
起付线费用和按比例自付费用之和，
为600+200×40%=680元，个人自费
费用为200元，即职工需现金支付880
元，个人账户金额为0。今年，3000元
医疗费用中，统筹基金支付2200×
60%=1320元，自付费用为起付线自
付费用和按比例自付费用之和，为
600+2200×40%=1480元，个人自费
费用为200元，自付和自费费用1680
元将全部由个人账户支出，即职工无需
现金支付，个人账户金额还剩320元。

由此可见，同样的总费用，在
2023年实行医保门诊共济新政策后，
参保人员门诊待遇得到显著提升。

门诊共济待遇有哪些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