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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看天下·聚焦

2月14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人们参加纪念
失踪和被害原住民妇女和女童的游行。

当日，数千民众在温哥华参加游行，纪念
失踪和被害原住民妇女和女童。

新华社发 梁森 摄

加拿大：纪念失踪和
被害原住民妇女和女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通知，我
国将开展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点，鼓
励各地增加可进入、可体验的活动场地，完
善配套服务设施。记者在上海、广东、湖北
等地采访发现，部分城市此前已探索城市
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对开放共享后草坪管
理、秩序维护等也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
针对此次试点，各地正积极研判，力争在满
足人们亲近自然需求的同时，实现城市绿
地可持续利用。

“不用出城也可以野餐”

周末，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公园内，
记者看到，尽管天空飘着绵绵细雨，但依然
有不少游客撑着雨伞，在这片市中心超大
公园内休闲散步。

世纪公园西侧是陆家嘴金融城，东侧
为张江科学城，是名副其实的城市中心公
园。和一些公园在草坪绿地竖起“小草青
青，请勿践踏”等告示牌不同，世纪公园很
早就将园内 20多万平方米草坪开放，鼓励
市民踏青、搭帐篷休闲。

“我们需要的不仅是能观赏的草坪，更
需要能亲身体验的绿色空间。”家住世纪公
园附近的上海市民周军峰告诉记者，每周
末他都会到世纪公园内跑步锻炼，天气合
适时，还会带孩子在公园草地奔跑玩耍、野
餐休闲。

广州市也于去年开始探索城市公园绿
地开放共享。2022年初，广州推出了第一
批 24个公园绿地草坪帐篷区域，位于广州
市天河区的珠江公园就是其中之一。家住

公园附近的唐女士说：“不用出城也可以在
草地野餐，每次来这里孩子都特别开心，这
真是给市民的福利。”

为满足人们户外休闲需求，推动露营
经济，2022年8月，湖北省宜昌市开放了该
市沙河公园、城东公园等公园的 8个点位，
总计5.4万多平方米草坪绿地，供人们露营
休闲。

随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最新通
知，越来越多的公园在做绿地开放共享的
准备。上海市普陀区春光公园是今年初上
海市首批建成开放的环城公园之一。普陀
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副局长龚琴介绍，春
光公园有丰富的草坡、滨水空间、林下空
间。“我们准备先考察学习其他公园的经
验，然后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管理办法，逐步
开放露营场地。”

加强养护力量 探索建立绿地开
放养护轮换机制

对开展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点
工作，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最新发布的
通知，南方地区要应试尽试，逐步扩大公
园绿地开放共享区域。其他地区可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试点城市，合理确定开放共
享区域。

记者采访发现，各地已开展的绿地开
放共享试点较好地满足了市民游客亲近自
然的需求，对于开放共享后可能出现的问
题，一些地方也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管理、服
务经验。

前期已开放共享绿地的公园普遍反

映，随着市民游客增多，搭建帐篷使用地
钉、过度踩踏等会对草坪带来不同程度
破坏，增加养护成本。如何在开放的同
时做好草坪管理与养护？上海市浦东新
区世纪公园行政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引
说，一方面在草种选用方面，世纪公园采
用耐踩的草种混播；另一方面，在每年 10
月至 11月设置一个月的养护期，让小草
充分“休息”。

湖北省宜昌市园林绿化部门也明确要
求，在开放露营点位的同时，管理单位应明
确开放区域草坪的轮休表。安徽省合肥市
逍遥津公园、杏花公园等，则将草坪分为开
放式草坪和观赏性草坪两种，实行分区域
养护管理。

广州市珠江公园为了加强草坪养护管
理，采用南、北区域每半个月轮流养护、轮
流开放的方式护理草坪。“把草坪养护管理
做到位，防止草坪质量退化，确保开放给游
客时能保持最佳景观效果。”珠江公园办公
室主任朱曼嘉说。

在江苏省宿迁市，已建成各类开放式
公园绿地 152个。为了加强绿地养护力
量，当地还积极探索绿地管理市场化工作，
将公园绿地的物业管理和绿化养护管理整
体打包，引进技术水平高的专业企业统一
管理。

以人性化管理倡导文明乐享草坪

部分地方主管部门还表示，在前期开
放试点过程中，一些不文明游园行为有抬
头现象，如乱丢垃圾、毁坏草坪、挖沙取土

等。此外，还有部分市民游客在城市公园
进行烧烤等使用明火行为。

开放共享城市公园绿地，对相关机构
的管理与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有关专家
及部门表示，各地首先应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制定完善管理指引。

以上海为例，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
局在 2022年底出台的《上海市城市公园
帐篷区管理指引（试行）》明确提出，市民
游客要做到爱护公共设施，不在帐篷区
实施吸烟、酗酒、喧哗等不文明行为，不
乱扔垃圾，不带宠物在非宠物活动区域
遛玩等。广州市也于 2022年制订公园草
坪开放管理指引，并三次公开向市民征
求意见。

其次，开展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后，
应提升相关管理力量，加强对市民游客的
引导。总结广州市此前开放共享绿地经
验，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公园管理处副处
长郑小丽说，除了科学规划草坪开放区域
的管养，还需要人性化管理，倡导文明乐享
草坪，草坪开放期间应适度增派保安、保
洁、技工等服务人员，维护秩序及现场环境
卫生。

此外，可以借助数字化手段，提升
管理服务能力。为了方便市民游客合
理有序使用帐篷搭建区域，上海市浦东
新区绿化部门开发了帐篷位预约系统，
并在相关微信公众号提示绿地周边停
车场信息，解决市民游客最关心的停车
问题。

（记者 杨有宗 王瑞平 田中全 董雪）

一周看天下

2月 11日，游客在位于埃及吉萨省的大埃
及博物馆入口处参观。

1902年在开罗市中心建成的埃及博物馆在
空间和功能上逐渐不能满足展览需求，埃及政
府于本世纪初在开罗西南约5公里处的吉萨金
字塔景区附近选址兴建占地49万平方米的大埃
及博物馆。目前该馆仍在修建中，部分区域已
开放并投入试运行。大埃及博物馆建成后可以
容纳10万件文物。

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 摄

埃及：大埃及博物馆
部分区域开放

2月 15日，工作人员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国
际机场卸载中国政府援助的人道主义物资。

中国政府援助叙利亚抗震救灾人道主义
物资 15日运抵叙首都大马士革。此次运抵的
中国政府援助物资除急救包、棉服、帐篷、毛毯
等紧急救援物资外，还包括呼吸机、麻醉机、制
氧机等灾后重建急需的医疗设备。

新华社发 阿马尔·萨法尔贾拉尼 摄

中国：救灾物资运抵
大马士革援助叙利亚抗震

2月15日，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代
表参加非洲联盟（非盟）执行理事会第 42届常
务会议开幕式。

当日，为期两天的非洲联盟（非盟）执行
理事会第 42届常务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的
非盟总部开幕，会议呼吁非洲国家加大力度
推动非洲大陆一体化，齐心协力实现非洲的
发展宏愿。

新华社发 迈克尔·特韦尔德 摄

埃塞俄比亚：非盟执行理事
会会议呼吁加快非洲一体化

在家门口搭建帐篷
我国试点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新华社记者

随着各地改革方案落地，也有人对
改革提出意见：以前在家门口药店买药，
现在为了报销还要跑到定点医疗机构门
诊挂号；门诊统筹报销设置起付线、最高
支付限额，保障力度不如住院报销等。

“参保人对改革感受最为直观。”顾
雪非说，为了让改革红利真正惠及最广
大群众，需要充分考虑对老百姓、医药
机构等利益相关方的影响，多方共同发
力，方便老百姓就医购药。

根据相关部署，职工医保门诊共济

保障改革将通过 3年完成。目前，大多
数地区已经公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改
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实施细则，但
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医保统筹力度等情
况存在差异，相应的改革策略与举措不
尽相同。

受访专家与业内人士建议，要切实
回应群众提出的合理诉求，在提高医疗
保障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加强政策
解读等方面着手，切实破解群众求医问
药难题。

“改革过程中存在不同声音是正
常的。”王震说，改革政策效益的显现
也需要时间，要同步推进协同配套服
务，如合理调整门诊报销的起付线与
最高支付限额、尽快将符合条件的定
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探索将符
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纳入保
障范围等。

不少地区采取分步调整，促进政策
平稳过渡。也有一些地区降低门诊报
销起付线、提高报销限额等，如广州在

门诊报销由月度限额调整为年度限额
的基础上，提高了报销金额；北京不再
设置医保门诊最高支付限额。

记者了解到，截至发稿时，一些地
方已进一步优化有关配套措施。武汉
市医保局发布公告，在前期已经公布的
1000多家零售药店试点的基础上，将第
三批 4065家定点零售药店纳入职工医
保门诊统筹保障范围。

（记者 彭韵佳 邓楠 邓瑞璇 董小
红 黄筱）

权威专家解读职工医保改革热点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近期，广东、湖北、四川等省份实施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改革，明确开展职工医保门诊统筹，按规定报销参保人
普通门诊费用，并同步调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计入办法。围绕公众关心的焦点问题，“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权威专家
和业内人士。

随着多地政策落地，不少参保人发
现自己医保账户的“钱”少了，担心会影
响个人医保待遇。

据了解，近期多地出台的医保改革
方案有共同点：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当期
计入的金额有所变化。对在职职工而
言，原本由单位缴费划入的部分不再划
入，被纳入统筹基金；对退休人员而言，
个人账户计入从过去的与本人养老金
挂钩，过渡到定额划入，定额标准与统
筹地区改革当年人均养老金挂钩。

单从账面上看，个人账户新计入的
“钱”的确变少了，而且有些人的降幅不
小。这不禁让人疑惑，减少的“钱”去哪
儿了？会影响个人医保待遇吗？

“医保个人账户上的‘钱’减少，并
不意味着参保职工医保待遇的降低或
损失。”中国社科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
主任王震说，个人账户减少的“钱”将转
化为统筹基金“大池子”的增量，用来承
担以往个人账户“小池子”需要支付的
普通门诊费用，且个人账户之前的累计

结存仍归个人使用，实现保障“增量”。
2021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
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调整统
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结构后，增加的统筹
基金主要用于门诊共济保障，提高参保
人员门诊待遇。这也就是说，改革后，
以前不能报销的普通门诊费用可以报
销了。

以武汉市退休参保职工周某为
例。其年养老金收入 5万元，改革前个

人账户每年划入 2400元。周某患有脑
梗，但因当地没有门诊统筹政策，在门
诊看病无法享受报销。改革后，他的个
人账户年划入调整为 996元，在某三级
医院门诊就医发生门诊费用 7150 元
后，按照新的门诊统筹政策报销，除去
门槛费 500元，按三级医院 60%的报销
比例，即可报销 3990元。这也就是说，
虽然周某改革后个人账户当年少划入
1404元，但其享受待遇却增加了 2586
元。

有质疑声认为，改革职工医保个人
账户是因为统筹基金没钱了，要用个人
账户“补窟窿”。对此，专家表示，这是
由于对我国医保基金收支情况不清楚
而产生的误解。

数据显示，2021年职工医保统筹基
金收入11864亿元，支出9321亿元。也就
是说，统筹基金不仅收支平衡，而且略有
结余，所以“统筹基金没钱了”并不成立。

既然如此，有公众疑惑，为何把个
人账户的“钱”转到统筹基金，用于门诊
共济保障，让别人花自己的“钱”？

“医疗保险归根到底是一种社会保
险，这就意味着它具有互助共济、责任
共担、共建共享的性质。”王震说，参保
人年轻时得病少，到年老时容易生病，
看病吃药仅依靠个人账户积累是有限
的，把大家的钱放在一起，可以实现用

大数法则化解社会群体的风险，更大范
围满足公众医疗需求。

王震说，调整个人账户是调减当期
计入，没有动个人的历史结存。要认识
到，无论是个人账户还是统筹基金，都
属于已经缴纳的医疗保险费用，是用于
解决公众防病、治病问题而筹集、分配
和使用的“钱”。

改革前，个人账户无法给别人使

用，“有病的不够用、没病的不能用”，这
就逐渐出现了过度沉淀、共济性不够、
欺诈骗保等弊端。

“在医保战略性购买的框架下，优
化门诊保障待遇是结构性调整。”国家
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医疗保障研
究室主任顾雪非介绍，这是在不另外筹
资、不新增单位和个人缴费负担的前提
下，提高门诊保障水平。

有一些老年人看到改革后个人账
户“钱”少了，担心看病吃药使用受限。

指导意见明确，普通门诊统筹保障
水平以 50%起步，并要求各地在此基础
上对退休的老年人再给予倾斜支付。

以呼和浩特市为例，在开通门诊统
筹保障后，退休人员门诊支付比例提
高，各级医疗机构在原办法的基础上提

高 5%，同时进一步提高门诊统筹年度
最高支付限额，退休人员待遇支付由原
来的 4000元提高到 6000元，高于在职
职工。

此外，在普通门诊保障健全之前，
不少地区先行建立了门诊慢特病保障
机制，用统筹基金支付常见于老年人的
慢性病、特殊疾病在门诊发生的费用。

近期，一些地方适当扩大门诊特殊病病
种。如江苏南京在原4大类门特病种基
础上，新增 9类病种；武汉将高血压、糖
尿病等慢性病特殊疾病病种由 28类增
加到 37类，基本病种从 32种增加到 70
种等。

通过对多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改革
方案的对比，还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

个人账户使用范围拓宽，使用主体从个人
扩宽到配偶、父母、子女等，对象范围从药
品支付到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等。这对老
年人来说更是个利好。

顾雪非表示，改革后，参保人可以
把个人账户的“钱”用给老人等其他家
庭成员，形成家庭内部“小共济”，提高
家庭应对医疗风险能力。

焦点一： 个人账户的“钱”少了会影响医保待遇吗？

焦点二： 改革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是因为统筹基金没钱了吗？

焦点三： 个人账户改革对老年人有什么影响？

焦点四： 如何提高百姓对改革的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