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西部、中部地区分别按人
均财政补助标准80%、60%比
例补助

《通知》明确，2024年各级财政
继续加大对居民医保参保缴费补助
力度，同时居民个人缴费增幅适当
降低，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标准分
别较上年增加30元和20元，每人每
年分别不低于670元和400元。这
是自 2016 年以来个人缴费新增标
准首次低于财政补助标准。

“需要说明的是，在人均预期寿
命不断增长、医疗消费水平持续提
升的背景下，合理提高个人缴费和
财政补助标准是巩固提升待遇水平

和确保制度平稳运行的客观需要。”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按照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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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各省份分别按一定比例补助。

同时，通知要求，进一步落实持
居住证参保政策，对于持居住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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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诊发生的符合规定的产
前检查相关医疗费用纳入门诊
保障

在大病保险保障方面，通知明

确，依据大病保险筹资水平、大病患
者保障需求等因素，合理确定大病
保险起付标准、报销比例、最高支付
限额，提高大病保险保障大病患者
高额医疗费用的精准度。大病保险
起付标准原则上不高于当地上年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医保
叠加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原则
上达到当地上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 6倍左右，报销比例向高
额医疗费用倾斜。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国家医保
局还重点提出了加强居民医保生育
医疗费用保障，要求将参保居民在
门诊发生的符合规定的产前检查相
关医疗费用纳入门诊保障，享受普

通门诊统筹待遇，合理提高住院分
娩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进一步
减轻参保居民生育医疗费用负担。

明确对居民连续参保缴费
实施具体的激励措施

通知明确，连续参保激励是连
续参保满 4 年，之后每连续参保 1
年，可以享受连续参保激励，按照规
定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

零报销激励是当年基金零报
销，次年可享受激励，按规定提高大
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

两项措施独立设置，都是从
2025 年起执行，符合激励条件的，
均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每
次提高均不低于 1000元。如果当
年发生了大病报销，使用了零报销
奖励额度，虽然第 2年重新计算零
报销激励额度，但不影响连续参保
激励。对于连续参保激励，即使居
民参保人断保，虽然连续参保年数
重新计算，但连续参保激励额度一
直保留。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
使用政策明年推进到跨省共济

“家庭共济能参保，帮助老人帮
助小”。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
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将职工医保
个人账户共济范围扩大到近亲属。

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
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
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用于支付近亲
属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的近亲属，也可以在报
销医疗费用时，使用关联的职工医保

参保人的个人账户来结算。
此次三部门通知要求，全面推

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使用
政策落地落实，国家医保局将积极
推动进一步扩大共济地域范围，力
争今年年底前实现所有省份省内共
济，明年加快推进跨省共济。

此外，通知对扎实做好过渡期
后半程巩固医保脱贫攻坚成果工作
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要求抓好
医保综合帮扶政策落实，健全防范化
解因病返贫致贫长效机制，做好农村
低收入人口和脱贫人口参保工作，确
保两类人员参保率不低于99%。

2024年底前将符合条件的
村卫生室及时纳入医保结算范围

作为最基层的医疗机构，村卫
生室是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基
础，也是实现医疗保障服务的“最后
一公里”。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将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
理，对不断满足农村群众日益增长
的医疗保障需求，提高常见病、多发
病就医购药可及性有着重要意义。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此
前联合发文，要求各地确保2024年
底前将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纳入医
保定点管理，有多个村卫生室的行政
村至少保障1个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
点管理，确保医保服务“村村通”。

记者 26 日从国家医保局了解
到，截至 2024 年 4月，全国正常营
业的村卫生室有58万家，超72%的
村卫生室已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其中 10万家纳入医保单独定点范
围，32万家采取“乡村一体化”管理
模式，通过乡镇卫生院实现医保报
销。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京报

最新标准：居民医保个人缴费不低于400元
8月26日记者从国家医保

局获悉，近日，国家医保局会同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
《关于做好2024年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
对今年居民医保筹资、待遇保
障以及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与居
民医保家属的共济等方面明确
一批新的政策措施。

其中，在个人缴费方面，各
级财政继续加大对居民医保参
保缴费补助力度，同时居民个人
缴费增幅适当降低，财政补助和
个人缴费标准分别较上年增加
30元和20元，每人每年分别不
低于670元和400元。这是自
2016年以来个人缴费新增标准
首次低于财政补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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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山西介休相关部门回
应“多名干部聚餐饮酒后 1 人死亡”
处理进展。5 月 1 日，宋古乡原人大
主席鲁某和宋古乡南桥头村原党支
部书记兼村委主任安某等人聚餐饮
酒；5 月 2 日安某突发急病死亡。经
调查，鲁某等人聚餐饮酒已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介休市纪委对鲁
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也对其
他相关人员进行相应处理。

在 3 个多月后，此事终有处置结
果，让公众看到了当地加强“酒风”
治理的决心。

相比于民间，喝酒“喝死人”在
官员参与的场合中显然牵连着行政
领域的弊端和隐患，暴露了工作作
风上的“硬伤”。

在八项规定施行多年后，还出
现“喝死人”事件，令人愤懑不解。
事实说明，在一些村镇，酒风依然

比较浓厚。个别基层领导干部与
下 属 联 络 感 情 的 主 要 方 式 ，就 是

“酒桌见”。而对于村委主任这类
干部而言，来自领导的喝酒要求，
是很难拒绝的。此外，领导干部与
领导干部之间，也存在以酒“润滑”
关系的情形。种种微妙的情境，逐
渐造成了酒风的蔓延，也形成了某
种依赖。

近年来，个别地方被曝光过数
起干部喝酒“喝死人”事件。例如，
2024 年 1 月，年度反腐大片《持续发
力纵深推进》播出第三集《强化正风
肃纪》，片中披露：2022年12月，青海
省发生了一起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的违规吃喝事件。6 名干部

在省委党校学员宿舍聚餐饮酒，并
导致一人酒后死亡。

令人警惕的是，干部之间的推
杯换盏，有时固然有推进工作项目
的“需求”，或者起初并无“杂念”，但
时间久了，这种由酒水和菜肴所连
接起的特殊关系，就变了味。正如
前述反腐大片所言：调查发现，这 6
名干部从 2011 年开始，逐步由工作
上的交集发展到经常在一起吃喝，
继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小圈
子，相互利用职权行方便。

某种意义上，遏制此风，不仅要
解决干部“滥喝”违纪的问题，更要
从源头防范和痛击酒风背后的腐败
风气。

要改变这种有令不行、酒风偏
行的涣散生态，必须抓住“领导干
部”这个关键，真正把八项规定落到
实处。一方面，对此类事件，必须严
肃依法依规处理，提高违规违纪甚
至违法的“成本”，提升震慑力；另一
方面，要对干部“业余时间”加强监
督。此类事件多发生在干部的业余
时间抑或节假日，这说明，有些干部
在喝酒、润滑关系的问题上也是“时
间管理大师”。干部当然拥有工作
之余休闲的权利，但这不等于可以
心怀侥幸、肆意越界。

喝酒“喝死人”是生命的悲剧，
也是一次严厉的警示。无论是谁，
无论何时，都该谨记，纪律不可松
弛，关系不可“越喝越有”。那种为
了“感情深”就不顾后果的事，再也
不能发生了。

现代快报/现代+首席评论员 戴之深

8月25日晚，央视《面对面》节目
专访孙颖莎。随后，#孙颖莎回应王
楚钦看自己脸色##孙颖莎回应为何
输陈梦#等多个话题冲上热搜。

巴黎奥运会上，乒乓球运动员
孙颖莎夺得混双、女团2枚金牌和女
单银牌。孙颖莎对这样的成绩很坦
然：“金银牌首先是中国的，大的方
向我已经完成了。”当主持人问及为
什么输给陈梦，孙颖莎表示还是节
奏，心态还是没有调整好，有点着
急，几个球记忆犹新。她说，“我还

有机会去追逐下一个四年”。
此前，她曾呼吁球迷理智看待

比赛中的输赢，“我赢了，什么都好，
也希望我打输了，他们也能理解”。

孙颖莎的发声，不仅是对体育
精神的深刻理解，更是对当前网络
情绪的冷静回应。竞技体育，输赢
一线间，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挥汗如
雨，背后总有无数双热切的眼睛。
球迷的热情，是体育赛事的燃料，但
过度的情感释放、输赢压力，有时却
成为一把双刃剑，影响着运动员的

状态，也扭曲了体育精神的本质。
作为球迷，应该用一颗平常心去看
比赛，胜也可喜，败亦无忧。毕竟，
真正的支持，是无论胜败，都不离不
弃。

孙颖莎的理智之声，不仅是对
球迷的劝导，更是对整个社会心态
的温柔提醒——在体育竞技的舞台
上，我们共同见证的，是汗水与泪水
交织的美丽，是永不言弃的精神传
承。当我们在赛场上为每一次精彩
击球欢呼时，不妨铭记这份理智与

宽容。因为，体育的真正魅力，不仅
仅在于奖杯的光芒，更在于那份超
越输赢，共筑梦想的团结与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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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喝死人”，违规酒局咋这么任性
纪律不可松弛，关系不可“越喝越有”。那种为了“感

情深”就不顾后果的事，再也不能发生了

孙颖莎理智看待输赢，球迷也应拥有平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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