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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财政部 7月 26日发布
《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跨省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有了“新指南”。

新规将对参保人带来哪些影响？国家
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医保专家作出解答。

着力破解异地就医结算堵点、难点

截至 2022年 6月底，住院、普通门诊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统筹地区实现全覆盖，
全国3529家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开通
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
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5
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近年来，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覆
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国家医保局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
负责人隆学文介绍，随着改革进入深水
区，地方在备案管理、就医管理、支付范
围、支付政策等方面差异化凸显，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群众异地就医的体验感受。

聚焦群众异地就医的急难愁盼，新规
对以往政策进行系统性梳理和整合，着力
破解备案人员范围窄、备案时限短，跨省
长期居住人员在备案地和参保地不能双
向享受待遇，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
后报销比例偏低等问题。

新规明确提出，在2025年底前，住院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提高到70%以上，普
通门诊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数量实现
翻一番，群众需求大、各地普遍开展的门
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将逐步纳入跨省
直接结算范围等。

此外，针对备案管理、支付政策、结算流
程、资金管理、基金监管等重点领域，通知制
定并形成全国统一的规范框架与界定。

隆学文说，新规统一了住院、普通门
诊和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政策，
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基金支付
政策，“先备案、选定点、持码卡就医”异地
就医管理服务流程。

异地就医结算有了“新指南”

为区分参保人员外出就医类型、医保
享受待遇，引导合理有序就医，医保对外
出就医人员实行备案管理。哪些人可以
申请异地就医备案？备案需要哪些材
料？结算费用有哪些扩围？这些都能在
新规里找到“答案”。

新规进一步规范异地就医备案政策，
异地就医备案人员范围拓展到跨省急诊
人员和非急诊且未转诊人员。除了异地
急诊抢救人员视同已备案，无需提交材料
以外，其他人员均需提供的有医保电子凭
证、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
以及其他证明材料。

这表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已经扩围
至每一名有外出就医需求的参保人。

中国社科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王震认为，新规从参保人在外就医的实际
需求出发，统一异地就医备案政策、精简
办理流程等，这对破解群众异地就医堵
点、难点具有重要意义。

为尽可能让群众“少跑腿”，新规对备
案有效期进行统一，在有效期内，参保人可
在就医地多次就诊并享受直接结算服务，
并可以在备案地和参保地双向享受待遇。

值得注意的是，新规将急诊抢救费
用、住院期间院外检查治疗购药费用、符
合就医地管理规定的无第三方责任外伤
费用纳入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
同时，允许参保人员在出院结算前补办异
地就医备案并享受跨省直接结算服务。

目前，所有统筹地区开通了在国家医
保服务平台App、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
序、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等线上办理异地
就医备案服务。

最大程度保障参保人权益

无论是新增备案人员种类、扩大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范围，还是设置备案有效
期、开通线上办理备案服务，最大程度保
障参保人外地就医的权益成为新规最大
亮点。

“让群众办事办得简简单单，就医结
算结得明明白白，就是初衷。”隆学文说，
试点初期，异地就医结算政策解决的是从

“无”到“有”，随着直接结算试点不断扩
围，新政策就要解决从“有”到“优”，让更
多老百姓出门在外也能放心看病。

为进一步方便群众办理跨省异地就
医业务，通知明确将建立就医地与参保地
协同处理问题的机制，提高地区间问题协
同处置效率，同时推进医保政策、停机公
告等信息共享。

针对跨省异地就医参保人员出院自
费结算后按规定补办备案手续的，可以按
参保地规定申请医保手工报销。并依托
定点医药机构上传自费人员医疗费用信
息，探索提供跨省手工报销线上办理服
务。

“这些举措都是为老百姓着想，尽可
能方便群众在外就医。”中国医学科学院
阜外医院医保物价办主任鲁蓓说，出台统
一的跨省异地就医政策，搭建国家信息平
台，也将精简医疗机构结算工作，提高异
地患者医保费用结算效率。

《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经办规程》同步印发，对就医管理、预付
金管理、医疗费用结算、审核检查等内容
进行规范。相关政策将于 2023年 1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 加强监管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7月14日，中国文化娱乐行
业协会联合剧本杀、密室行业代
表商家共同发起“沉浸式剧本娱
乐行业规范经营倡议书”，从剧本
内容正确导向、未成年人保护等
方面做出行业表率。

值得注意的是，在引导和
纠正产业已经出现种种乱象的
前提下，相关规定在如何进行

“底线管理”上下足功夫。
五部门的通知明确剧本娱

乐经营场所应当依法向所在地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办理登
记并领取营业执照，经营范围
登记为“剧本娱乐活动”。经营
场所地址以及场所使用的剧本
脚本名称、作者、简介、适龄范
围等信息实行告知性备案。备
案制管理与今年以来国内很多
省份如上海、天津、辽宁等地陆
续出台的管理规定不谋而合。

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秘
书长孔明说，行业不能把监管责
任完全推给主管部门，应该通过

调整，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
企业自律相结合的三级调节机
制，引导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五部门的通知设置了政策
过渡期，引导剧本娱乐经营场
所利用一年的政策过渡期，开
展自查自纠、实现合规化经
营。对于密室逃脱这样的新型
业态而言，一项政策真正落地
实施最后成为行业标准，还需
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沉
淀。

监管强调“底线”思维▶

不断出现的消费不良后果
背后，暴露出行业无序扩张带来
的消防、未成年人保护问题。这
些在此次五部门联合发布的通
知中得到进一步明确。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发
布的《密室逃脱类场所火灾风
险指南(试行)》指出，密室逃脱
类场所常见火灾风险主要包括
起火风险、人员安全疏散风险
和火灾蔓延扩大风险。重庆市
渝北区消防救援支队综合指导
科消防监督员张烨玄说，检查
中密室逃脱场所存在消防安全
隐患较为普遍。

“为营造氛围，室内灯光都
弄得比较昏暗，过道也很狭
小。有时候玩的人多，跑动起
来就挤在一起了。”桂林的密室
玩家唐运说，密室设计普遍存

在疏散通道狭窄、缺少独立安
全逃生出口、使用可燃性装修
材料等问题，一旦发生火灾，每
一处“机关”都可能成为阻碍逃
生的障碍。

五部门的通知明确指出，剧
本娱乐经营场所应当履行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火灾风
险自知、自查、自改，此外，剧本娱
乐经营场所不得设在居民楼内、
建筑物地下一层以下等地。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通
知要求，剧本脚本应当设置适
龄提示，并明确除国家法定节
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外，剧
本娱乐经营场所不得向未成年
人提供剧本娱乐活动。

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与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共同发布
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未成年

人喜欢玩恐怖类密室、剧本杀
的比例更高，且呈现年龄越低
喜爱程度越高的特征。但是，
未成年人心理发育不够健全，
对恐怖、暴力、血腥等刺激性的
声音、画面、细节等抗压能力更
弱，且对不适合、不健康产品缺
乏鉴别力和自制力。

通过关键词搜索，“黄暴”
曾经是部分主题密室的宣传噱
头，部分商家在内容上一味追
求惊险、血腥、暴力、色情，这也
成为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
直接风险点。

针对相关问题，通知要求
严格内容管理，坚持正确导向，
鼓励场所使用弘扬主旋律、传
播正能量的剧本脚本。在划出
内容红线的同时，强化主体责
任，要求建立内容自审制度。

加强消防安全和未成年人保护▶

● 强化监管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强化密室逃脱、剧本杀监管
重点加强消防安全和未成年人保护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吴思思 陈爱平 周闻韬

随着暑期到来，作为当下年轻人的社交新

宠，密室逃脱、剧本杀等娱乐休闲消费趋火。与

此同时，消防安全、服务质量等问题也不断引发

关注。

不久前，文化和旅游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加强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的通知》，强

化密室逃脱、剧本杀等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剧本

娱乐经营场所新业态的监管，让人拍手叫好。

“新华视点”记者近日在北
京、广西、重庆等地走访发现，
密室逃脱、剧本杀多开在人流
密集的商圈，收费每人每次上
百元乃至数百元不等。

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数
据显示，包含密室逃脱、剧本杀
等形态的沉浸式剧本娱乐经营
场所全国已有3万家左右，其中
实景娱乐经营场所 5000 家左
右，且已经发展出完善的产业
IP，市场规模已超百亿元。

行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开
始不断出现消费纠纷。上海市
消保委此前通报指出，2021年受
理文化娱乐投诉 5207件，同比
增长 1.2倍。其中提到，密室体
验店数量不断扩张的同时，也呈
现出规则告知不清、安全防护措

施不到位、售后服务如退费纠纷
处理不及时等问题。

记者在黑猫投诉等平台搜
索发现，有关密室逃脱的投诉主
要集中在设施存安全风险、内容
过于惊悚、消费退款难等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密室
会要求顾客在游玩前签署“免责
声明”，其中部分店家会声明，对
游玩过程中因玩家恐慌过度而
造成的损失概不负责。但这种
做法并未减少消费纠纷。

在重庆市江北区法院审理
的一起案件中，玩家刘某与朋
友在游戏过程中受到惊吓不慎
受伤，后将经营者告上法庭。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有义务向
原告提供服务及必要的安全保
障；同时，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曾在“入场须知”上
签名，也应尽到自身安全注意
义务。最终，法院判决原告与
被告均需承担责任，被告赔偿
原告10万多元。

广西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12315中心反映，有关密室逃
脱问题的投诉中，部分商家虽
然在游戏主题下注有适宜年龄
段，但在实际中遇到玩家年龄
与游戏设定不符时，出于趋利
动机，并未进行提醒与劝阻；而
且对于一些恐怖、惊悚的主题
游戏，事前风险提示告知较为
简单、随意。

以剧本为核心的剧本杀，也
存在部分剧本主题恐怖、内容暴
力血腥等问题。一些剧本甚至
把血腥恐怖当作营销卖点。

沉浸式、实景式娱乐市场规模激增，消费不良后果不断出现▶

让参保人异地就医更便捷
——解读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新规看点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沐铁城 顾天成
8月 22日，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一处遭受

洪水的地区，灾民在地上做饭。
阿富汗东部卢格尔省官员21日说，霍希地区的洪

灾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在阿富汗
邻国巴基斯坦，持续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洪灾已导致36
人丧生，逾140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洪水来袭

8月 17日，人们走在德国加米施－帕滕基兴的楚
格峰冰川上。

欧洲地区今年夏季持续遭受热浪袭击，多地气温
创历史新高，这进一步加速冰川融化。 新华社/路透

冰川消融

8月16日，在葡萄牙中部城市科维良郊外，当地居
民查看火情。

葡萄牙中部地区的野火连日来持续燃烧，火势在
强风的影响下凶猛蔓延，已吞没超过1.5万公顷土地。
约1700名消防员已加入灭火行动。 新华社/法新

野火蔓延

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近日，美国加州遭遇严重干旱。
这是8月18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

附近，一名当地居民走进干枯的向日葵田。
新华社/路透

遭遇干旱

注射疫苗

8月 22日，学生在菲律宾帕西格的一所学校接种
新冠疫苗。

当日，菲律宾迎来开学日，数百万学生重返校园。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