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日开始，2021年合肥

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可以缴费

了。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每人

每年900元，其中，各级政府财

政补助为每人580元，居民个人

缴 费 标 准 为 每 人 320 元 。

■ 记者 于彩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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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记者从合肥市“五年看

点”集中采访活动中获悉，近年来，合肥市以“省级

紧密型城市医联体建设试点市”为牵引，以资源共

享、医防融合、群众受益、协调发展为方向，全力打

造符合省会城市特点的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数

据显示，2020年，居民人均期望寿命79.81岁，较

2015年增加3.25岁。

“十三五”期间，合肥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不断

取得新成效,医疗卫生和居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

截至2020年末，合肥市共有医疗卫生机构3498个

（其中：三级医院 31 个、三甲医院 17 个），床位

67881 张、执业（助理）医师 29217 人、注册护士

36354人，较“十二五”末分别增长57.78%、56.0%、

64.79%、62.43%。

为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2019年

起，合肥市启动了紧密型城市医疗联合体工作，以

城区（开发区）为单位、街道（社区）为单元划分网格

统一规划布局，由三级公立医院作为牵头医院与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等基层医疗机构组建紧密型

城市医联体，服务网格内居民的分级诊疗新模式。

目前，已有大兴社区等15个街道社区与市二

院等6家省市三级综合医院组成了紧密型医联体，

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省会城市实际的可复制、可

推广的紧密型城市医联体建设模式。“参保居民在

医联体就诊，医保待遇实行差别化支付，医联体内

双向转诊免除门诊诊察费，住院治疗的只计一次医

联体首诊医院起付线；住院和慢性病门诊发生费用

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慢性病门诊定点机构变

更为大兴社区中心的免除慢性病起付线等。”相关

负责人以合肥市二院-瑶海区医联体为例，对CT、

磁共振等检查项目，在社区中心开单后到合肥市二

院检查，费用一律低于市二院10～20%。

除此之外，合肥市二院与大兴社区中心联合

组建 6支家庭医生团队，以糖尿病、高血压等慢

病为抓手，与辖区居民建立稳固的契约式服务关

系，根据居民健康需求，设立针对不同人群的菜

单式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2021年以来，大兴社

区中心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管理人数同比增

长了10%，慢性病病人规范管理率和控制率在逐

步提升。

2020年，合肥居民人均期望寿命79.81岁

记者了解到，2021 年居民医保参保时间为

2021年9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待遇享受时

间为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居民

医保筹资标准为每人900元，其中各级政府财政补

助标准为每人580元，居民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

320元，相比去年的280元增加了40元。对于医疗

救助对象，继续实施分类资助参保政策，对特困供

养人员、社会散居孤儿、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父母给

予全额资助；对其他医疗救助对象按规定给予定额

资助。

上年已参保居民，登录“合肥医保”微信公众号

自行参保缴费；也可到户籍或居住地社区（村）居委

会参保登记、扫码缴费。对于使用“合肥医保”微信

公众号等信息化手段缴费困难的老年群体，可在社

区（村）居委会进行现金缴费。

新参保居民需持户口簿或居住证，到户籍或

居住地社区（村）居委会参保登记并扫码缴费。“特

别提醒一下我们新生儿的家长，新生儿参保时要

注意选择参保年度，留意下是当年度还是下一年

度的参保缴费。新生儿在集中参保期可以参加当

年和下一年度的居民医保。”合肥市医保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居民个人缴费标准增加40元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患者可通过“合肥医保”微信公

众号进入合肥医保便民服务平台，进入就医专区，点击挂

号，选择就诊医院及科室，可直接通过个人医保账户在线

支付挂号费用，挂号成功后，微信服务通知推送当日挂号

成功提醒，提醒患者前往对应科室就诊。今年内，合肥将

有更多的医院可实现医保电子凭证就医。

记者从合肥市“五年看点”集中采访活动中了解到，

合肥市积极拓展医保电子凭证应用场景，在部分医院创

新试点使用医保电子凭证看病就医全流程改造，目前，中

科大附属第一医院（省立医院），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合

肥京东方医院已成功上线。

“群众在定点医院仅凭医保电子凭证即可实现预约

挂号、就诊报到、诊疗检查、药房取药、医保结算、报告查

询等看病就医的全流程线上办理，免去在医院就医反复

排队、来回奔波等问题，大大缩短了群众就医时间，改善

了群众看病就医体验，有效缓解‘看病难’问题。”相关负

责人介绍。

在就诊环节，患者挂号成功后前往对应科室，无须实

体卡，直接使用医保电子凭证在就诊科室报到机进行展

码签到，等待播报叫号，患者前往医生站开始就诊，医生

给患者开具药品处方或者检查检验单，微信服务推送待

支付提醒，根据提示进入结算页面进行支付，实现个人账

户直接结算，不足部分可自费结算。

上述负责人透露，合肥市计划年内将医保电子凭证

就医全流程应用拓展到更多的医疗机构，让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提供更加便捷、优质、高效、安全的医

保公共服务，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9月1日，合肥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开始，昨日，合肥市半岛新村

社区工作人员走进辖区7个小区宣传参保政策。

■ 王远锐 刘亚萍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2021年合肥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居民个人缴费增至320元

个人缴费上涨，医疗待遇也在连年提高

2016 年及以前 120元，2017 年 150 元，2018

年220元，2019年250元，2020年280元，2021年

320元。近年来，合肥市城乡居民医保居民个人

缴费金额不断提高，有市民不解，甚至发出“居民

缴费为何年年涨”的疑问。9月1日下午，记者就

此采访了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副

处长葛慧敏。

葛慧敏告诉记者，按照国家要求，2021年继续

提高居民医保筹资标准。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

标准新增30元，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580元。同

步提高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40元，达到每人每

年320元。“居民个人缴费标准合肥市执行的是国

家规定的最低标准。大家不要局限于个人缴费标

准在上涨，也要关注到财政补助大幅增长。总的

来说，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是小头，政府补助

是大头’。”

在葛慧敏看来，居民的健康观念发生改变，就

医需求和对医疗服务的需求都越来越高，导致医保

基金的支出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和科

技的发展，医疗技术在发展，医疗设备更先进，新

药、特药不断应用到临床，药品价格在上涨，服务项

目费用在上涨。医院就医环境逐步改善，导致医院

医疗成本和医疗费用在增加。”

葛慧敏还表示，个人缴费在上涨的同时，医疗待

遇也在连年提高，在普通门诊治疗、住院报销、门诊

慢特病以及纳入报销的疾病种类、药品种类和报销

比例等方面均有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报

销比例也进一步提高，目前合肥市城乡居民医保政

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已达到79.18%。“一系

列医保政策调整和医保待遇提升，导致了医保基金

支出的扩大，为了维持收支平衡，就需要增加人均缴

费和国家补助，才能使医保制度持续运行。”

个人缴费上涨，医疗待遇也在连年提高

年内，合肥将有更多医院
可实现医保电子凭证就医

近日，省医疗保障局公布《安徽省国家谈判药品“双

通道”管理目录（2021 年版）》，自9月1日起，188种不同

规格国家谈判药品均可在医院药店购买，并同步纳入医

保支付，基本可以满足全省各地参保群众的用药需求，降

低患者负担。

为避免“双通道”变“单通道”，我省明确对“双通道”

药品目录内的药品，定点医疗机构须按功能定位和临床

需求及时配备，定点零售药店按供应能力和协议要求规

范配备，确保形成“双通道”互补的供应保障机制；并将有

关规定纳入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医保协议管理

范围。同时，省医疗保障局将根据国家谈判药品目录调

整情况、各地实际执行情况等进行动态调整，在确保基本

医保基金安全高效运行的前提下，更好地满足患者用药

需求。

据悉，我省早在2018年就以市为单位开展了国家谈

判药品“双通道”供应保障机制的探索，截至今年5月31

日，已在我省“双通道”药店发生医保结算103种国家谈

判药品。今年6月，省医疗保障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印发

《关于建立完善全省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机

制的通知》，在全省建立完善国家谈判药品医院和药店两

个渠道保障供应，同步纳入医保支付的机制，保障参保群

众医保权益，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

为保障参保群众的用药延续性，我省允许各地执行

省级“双通道”药品目录的同时，根据之前药品“双通道”

管理情况制定补充目录，报省医疗保障局备案后执行，

确保患者待遇不降低。省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录的制定和发布充分体现了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思

想，更好地促进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在我省落地，更好满

足广大参保患者合理的用药需求，真正把国家医保药品

谈判降价这件好事办好、办实，切实减轻参保患者用药

费用负担。 ■ 据中安在线

188种国家谈判药品
医院药店可购，医保可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