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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完成2022年省重点民生实事工作系列报道之六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惠及更多群众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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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 丰 张 壮 伟 通讯
员 王高超） 3月 1日，走进夏邑县北岭镇
乡村，映入眼帘的是数以万计的塑料大
棚，成方连片，犹如白色的“海洋”。村
民们身着单衣，满头汗水，有的在给葡
萄剪枝，有的忙着移栽西瓜苗，有的忙
着铺设地膜，一派繁忙景象。

北岭镇是农业农村部公布的 2022 年
全 国 乡 村 特 色 产 业 超 十 亿 元 强 镇 ， 同
时，这也是该镇被评为河南省省级农业
产业强镇、河南省种植业“三品一标”
基地后，获得的一项国家级殊荣。

“我们之所以能在发展西瓜种植等特
色高效农业上取得令人骄傲的成绩，得
益于镇党委始终坚持以‘党建+’为统
领，紧扣‘五星’支部创建，聚焦聚力

‘一村一品’，持续拉长新型农业产业强
镇富民板块，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
力。”北岭镇党委书记邵明启说。

为 此 ， 该 镇 以 温 室 大 棚 西 瓜 、 葡
萄、黄瓜等果蔬种植为主导产业，采取

“村党支部+合作社+土地流转托管+农
户”模式，实行管区包片、干部包村、
村党支部引领干、村组党员干部示范联
户的形式，通过选准一个种植产业，在
技术培训拉动、大户示范带动、融资支
持驱动、拓宽销售渠道、农业保险护航等

“1+5”产业发展模式，建立推行“双绑”机
制，把合作社、小农户带入大市场。

2022 年以来，该镇规划实施“一带
两 路 ” 现 代 特 色 农 业 区 ， 发 展 大 棚 西
瓜、辣椒、黄瓜种植 1万余亩、优质葡萄

5000 余亩，建成了曹庄村、孙营村等西
瓜、葡萄种植专业村 6个，建设了吴各村
豫丰园产业园、仇庄村等千亩温室现代
农业产业园区 2 个，持续扩容了卢集村、
王河村、蒋庄村三个园区，带动发展西
瓜、葡萄、蔬菜种植 460户，推动农业产
业发展，农业产值达 12.56亿元。

践 行 数 字 农 业 理 念 ， 确 保 粮 食 增
收 增 效 。 按 照 “ 党 支 部 + 合 作 社 + 农
户 ” 发 展 模 式 ， 推 动 农 业 产 业 规 模
化 、 标 准 化 发 展 ， 建 成 了 朱 厂 村 、 刘
元 村 、 谭 楼 村 等 4000 余 亩 高 标 准 农
田 ， 实 行 优 质 小 麦 、 玉 米 大 豆 复 合 种

植 ， 达 到 增 产 提 质 增 收 效 果 。 引 进 中
芯 数 字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建 设 万 亩 高 标 准
数 字 农 场 融 合 示 范 基 地 ， 建 有 数 字 大
田 大 数 据 智 慧 管 理 平 台 和 大 田 农 业 物
联 网 传 感 器 、 智 慧 农 业 信 息 化 系 统 等
现代化生产管理设施。

“我们通过感应和监测系统，就能实
时监测农作物长势，通过对微气候、土
壤微量元素等的监测，实现精准给水给
肥，减少浪费和污染。”基地技术负责人
彭宁说。

北岭镇持续以“五星”支部创建为抓
手，把高质量党建转化为推动“五星”支部
创建的动力。紧扣标准、创新载体，强产
业长板创产业兴旺星、绘生态美板创生态
宜居星、补民生短板创平安法治星、稳
文化底板创文明幸福星、建能人硬板创
支部过硬星，谱写具有北岭特色的党建
引领乡村振兴新篇章。

“五星”支部创建筑强镇

本报讯 （记者 韩丰 张壮伟） 3 月 1 日，
走进夏邑县会亭镇河南淮海精诚工业科技有
限公司，映入眼帘的是绿色自动流水生产
线，灵巧繁忙的机器人，节能、清洁的汽车
制动器智能车间。在这里到处洋溢着现代化
气息，充满着新时代的曙光 （如上图。韩丰
摄）。

据公司总经理程凯介绍，公司先后开创
性地研发了高镍、钒钛等新材料的应用，陆
续开发了免维护轮毂单元、奥氏体铸钢、钒
钛高速电梯轮等新产品 62 个，研发设计铸造
工艺 21项，进行持续改进项目 45个，获得国
家专利授权 11 项，制定“硅固溶强化铁素体
球墨铸铁件”的企业标准，参与制定多项国
家标准，建成河南省企业技术中心和河南省
高碳制动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省级研发平
台，公司获得“中国铸造行业百强”“中国铸
造行业分行业排头兵”等称号。一系列的科
研成果提升了公司在国际、国内市场的话语
权，为公司向高端市场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

“我们公司以实施绿色化改造、智能化改
造和企业技术改造‘三大改造’为抓手，着
力打好工业转型发展攻坚战，产品由原来的
单一出口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汽车、电梯、
轨道交通、管道消防四大系列产品 1000 余个
品类，开发了机器人配套零部件、轨道交通
部件等，成为上海大众、比亚迪等汽车制造
厂的供应商，与德国蒂森克虏伯等电梯制造
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进入陕汽集团和
徐工集团等新客户供应链。企业转型升级，
取得了显著效果。”程凯说。

“机器换人”初具规模。 2016 年以来，公
司共投入资金 1.6 亿元，新上新能源汽车零部
件加工自动线项目、新建立卧五轴加工中心、

购置工业机器人，使汽车零部件加工由原来需要十几台设备五六个人
才能完成的工序，提升到三台设备组成智能加工单元，一个人就能完
成的加工工序。车间的生产效率提高 120%以上，设备利用率提高 30%
以上。实现生产作业由人工操作逐步向自动化的转变，该项目被推荐
建设为河南省机器人“双十百千”示范应用项目，为达到单机成线、机
械控制，形成无人化加工车间奠定了基础。

“智慧铸造”效果显现。投资 3.5 亿元新建由美国电炉、德国造型
机等制造单元组成全封闭式的国际一流水平汽车制动器智能车间
（线），尝试推广 3D 砂型打印技术和打造云平台协同制造模式，实现了
节能、节水、清洁生产，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与北京时为公司合作，打
造数字化车间管理系统平台和制造执行系统。提高整体生产运行效
率，进而达到智能管控的目的。该智能车间的投产，使生产效率每小
时达到 180 整型，是以前的 5 倍，同等生产能力时用人也从之前的 300
多人减少到不足 80人，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率。

“产品研发”梯次跟进。与郑州大学、西安理工、商丘工学院等
高校广泛开展产学研合作，整合企业内部人才资源，成立研发中心
和市场部，负责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的研发和应用，累计投入
研发费用 5500 万元，自主研发申报了高碳汽车制动盘技术、电梯部
件中的钒钛合金绳轮技术、柔性清理装置技术等发明专利，制定企
业技术标准 12项，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2项，开发新产品 120个。企业
被认定为河南省高碳制动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我们公司通过实施‘三大改造’，企业用工人数由原来的 2200 人
减少至 1260 人。生产工艺由原来的手工劳动、粗放加工、低附加值向
高技能、高管理、高收益转化。”程凯信心十足地告诉记者。

本报讯 （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卢倩）“大家请注意，在灌溉
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别碰断了秧苗。” 3 月 1 日，民权县孙六镇
红薯育苗基地负责人楚世海对正在田间管理的村民说道。

走进蔬菜大棚基地，一棚棚红薯秧苗郁郁葱葱、苍翠欲滴，
十分喜人，楚世海正在指导着村民灌溉，大棚里呈现出一派繁忙
的景象。

2018 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楚世海在该镇刘炳庄村承包
产业大棚 35 座，开始了红薯育苗种植。几年来，红薯育苗取得了
不菲的经济效益。 2020 年，尝到红薯育苗带来的效益后，他把种
植面积扩大到了 92 座。

“红薯秧苗种植密度不能过大，过大易造成植物病的传染；种
植密度过小会浪费土地使用率，亩产量会下降很多。由于种植的
品种产量高、品质优良、口感好，楚世海种植的秧苗很受市场欢迎，
订单销往山东、安徽等全国各地。同时，聘用周边村民务工，逐步带
动农户增收致富。”刘炳庄村党支部书记田红波介绍说。

“俺在育苗基地干活每天能挣七八十块钱，早上送完孙子上学
后，就来到蔬菜大棚干活，平时也就是除除草、浇浇水，在剪苗
季节特别忙的时候，老板中午还管一顿饭。虽然钱不多，但俺心
里都非常踏实，感谢党的惠民政策。” 村民张万芝一边忙着打药
一边高兴地说。

该镇党委书记杨德志介绍说，乡村要振兴，产业要先行，特
色产业也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是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的基
础。近年来，孙六镇以调整产业结构为抓手，大力发展特色蔬菜
种植，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全镇基本形成了
红薯育苗基地、水果萝卜种植基地、菊花种植产业等一批特色种
植产业。通过大力发展特色蔬菜种植产业，使其成为村民增收致
富的强力引擎，推动了全镇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土地利用率得到
提质增效，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助力了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 者 韩 丰 张 壮 伟） 3 月 1
日，夏邑县妇联举行河南省“阳光母亲”计
划困难妇女“两癌”救助金发放仪式 （如左
图 。 韩 丰 摄），为 14 名符合救助条件的

“两癌”患病低收入妇女每人发放 1 万元救
助金，共计 14万元。

该县妇联党组书记、主席白凤琴鼓励被
救助妇女树立信心，积极乐观面对生活。同
时希望各级妇联组织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
妇女认识“两癌”免费筛查的重要意义，以
更好地提高广大妇女的健康保健意识。

据了解，“两癌”救助项目是党和政府关
爱低收入妇女的一项民生工程。 2017 年以
来，夏邑县各级妇联组织加大宣传力度、认真
筛查审核、积极填写申报，共为 144 名“两癌”
患病低收入妇女申请了救助，资金达 144 万
元。该县妇联将继续坚持“更高质量服务”的
工作理念，做好每件民生实事，增强广大妇女
儿童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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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让我们少跑
了腿，省了不少事，这个政策给老百姓
带来了不小的利益，我坚决拥护。”3月
2 日，在我市参保到外地就医的市民刘
先生说起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事，非常
满意。“以前在外地就医，为了报销，
我的家人来回要跑好几趟，还要等很长
时间才能拿到报销的钱。随着我市试点
门诊慢特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功能
的开通，报销问题省事多了。”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是参保群众享受
医保待遇时，最直接、最现实、最期盼
的事情之一。去年，我省将“扩大医院
门诊费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纳入
重点民生实事，我市医疗保障局根据有
关文件精神，扩大医院门诊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范围，积极解决群众“备案”复
杂、“跑腿”多、“报销”难、“垫支”
负担重等痛点难点问题，努力让群众享
受到更方便、更快捷的优质服务。截至

去年年底，全市能够提供门诊费用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的医药机构有 1975 家，
其中定点医疗机构 415 家、定点药店
1560家；能够提供高血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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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医疗机构有 32
家，超额完成省定目标任务。

据介绍，为确保按时完成信息系统
升级改造，安全、平稳、有序地完成系
统接口升级，市医保局主动与上级部门
及各职能部门沟通对接，统筹推进民生
实事各项指标任务落实，按要求及时维
护信息。在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上实

时维护开通跨省直接结算服务的定点医
药机构基本信息，将“住院或门诊对外
服务状态”实时维护为“对外开放”。
按照年度总体目标任务，推行分级负
责，制订工作方案，下发任务分解表，
明确具体要求、任务完成时限，加强系
统配合，层层压实责任，形成工作合
力。

为进一步方便群众，确保广大基层
群众掌握医保政策、善用医保政策，助
推民生实事落地落细落实，市医保局将
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作为重点宣
传内容，印制并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10
万余份，多次在省、市级主流媒体发布

《异地就医政策指南》《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医疗机构、药店名单》 等，在原有现
场备案和电话备案的基础上，可在河南
医保小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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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小程序等多个线上平台备案。借助商
丘日报、电视台、广播、商丘市医保局
微信公众号及医疗保障“百县千乡万
村”宣传宣讲活动等，多种渠道开展宣
传，覆盖面超过 5000万人次。

市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药机构
范围逐步扩大，经历了从住院到普通门
诊、进而拓展到门诊慢特病的过程，超
额完成省重点民生实事年度目标任务，
打通了异地就医报销“最后一公里”，
为异地参保人员在我市就医提供了极大
便利，切实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医疗保障
获得感和幸福感。

下一步，市医疗保障局将根据定点
零售药店协议管理情况，持续跟进定点
零售药店异地就医服务状态，建立异地
就医联网药店名单动态调整机制，切实
保障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全部纳入
异地购药直接结算范围。

●全市能够提供门诊费用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的医药机构

●能够提供门诊慢特病费用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的医药机构

定点医疗机构415家

定点药店 1560家
1975家

32家

图① 3 月 1 日，春光明媚，风和日
丽。在柘城县洪恩乡明台寺村新搭建的
七彩滑道游乐场内，家长和孩子们一起
快乐游玩，乐享春日美好时光。

张子斌 摄

图② 3 月 2 日，柘城县市容环卫中心
工作人员在千树园国家湿地公园内向市
民发放垃圾分类宣传资料。提高居民对
生活垃圾分类重要性的认识，掌握生活
垃圾分类基本常识，培养自觉进行生活
垃圾分类的习惯。 张书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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