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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七八月，都是内
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大草原
最美丽的季节。当来到面貌
一新的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
区的时候，你会被干净整洁
的街道、郁郁葱葱的树木、
整齐划一的小区、独具特色
的猛犸公园，以及热火朝天
的施工场面所吸引。

记者与扎赉诺尔区委农
工部负责人刘文涛一起，驱
车前往该区灵泉镇。一路
上，看到宽阔平坦的油漆路、
亮洁一新的粉刷房、环境优
美的小区⋯⋯处处生机盎
然 。 刘 文 涛 告 诉 记 者 ，自
2015 年全区开展“十个全覆
盖”工作以来，扎赉诺尔区
委、区政府结合本地实际情
况，以房屋改造、院墙改造、
道路改造、地面改造、城区改
造“五大工程”建设为抓手，
大力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让全区居民真正得到
了实惠，居民生活幸福指数
大幅提升。

据介绍，2015 年，扎赉
诺尔区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工
程，投入资金近 2 亿元，突出
房、墙、路、地面和城区改造
5 方面内容，并集中开展了

“大干苦干 60 天攻坚战”“镇容镇貌环境卫生集中整
治 20 日会战”等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街道

（镇）社区基础设施迅速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显著
提升。2016 年，扎赉诺尔区计划总投资 2.7 亿元，
截至 7 月 15 日，已完成投资 14239.65 万元。同时，
区里积极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直接参与到房屋维修美
化、墙体改造、城区改造、围挡违占清理等各项工程
建设当中，目前已累计调动广大党员干部 18000 余
人次，发动群众 5000 余人次投工投劳，节约资金
2000万元。

记者来到扎赉诺尔区第四街道办事新村社区的
养殖新村。错落有致的红瓦房、整齐的黄白相间围
墙、枝繁叶茂的树木，在蓝天的映衬下美不胜收。付
桂芹是这个村的养殖户，她告诉记者：“真心感谢党
和政府，自从环境综合整治之后，我们这里变化太
大了！粉刷了房子，围了新院墙，又种上了树，环
境美了，心情就好，就特别有干劲儿。党和政府还
特别关心我们养殖户，猪快出栏的时候还帮我们联
系出售⋯⋯”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做到了居民心坎上，
让居民真正尝到了好政策的甜头。

在灵泉镇光明社区，记者来到一户居民家中，出
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位老人。老人名叫邢志铭，今年
82 岁。老人告诉记者，孩子们让他去城里住楼房，
他不愿意去，因为自从进行了环境综合整治之后，水
泥路通到了家门口，老年活动室就在附近，今年又给
安装了自来水，“生活环境越来越美，又有老邻居，怎
么舍得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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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街道的一

位老人在自动售饭机上购买即时加热的午餐。安贞

街道为解决辖区内老年人“吃饭难”问题，与北京红

枫盈社区服务公司合作引进了智慧养老自助售餐

机，午餐都是经过冷链运输、低温保存在售饭机内，

社区内的老人只需刷卡就可以从自助售餐机中购买

到即时加热的百余种可口午餐。同时，老年人的子

女还可以通过自动售饭机的“一点孝心”APP 客户端

为父母点餐。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高 温 津 贴 你 领 到 了 吗
本报记者 郑 彬

山东省临沂市农村居民张大妈，因为
患有慢性胃病，经常需要从县里转诊到临
沂市进行治疗，不但手续复杂，而且转诊后
报销比例也会随之降低。医保两项制度整
合后，张大妈今后从县里到市里看病，不但
可以直接报销，而且报销过程、报销比例和
城里居民均毫无差别。

“过去需要开转诊单、填表，手续复
杂。现在只要拿着诊断证明和身份证就
可以办理报销手续了。”张大妈说。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包括
河北、上海、北京、浙江等 17 个省区市突破
医疗保险城乡分割的体制机制障碍，明确
将整合后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划归人社部门管理。

2003 年与 2007 年，我国针对农村人
口、城镇非就业人口分别建立了新农合和
城镇居民医保制度，对于健全全民基本医
保体系、满足群众基本医疗保障需求、提
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两项
制度城乡分割的弊端逐步显现，重复参
保、重复投入、待遇不够公平等问题日益
突出，这不仅增加政府的管理成本和负
担，而且不利于社会公平和人员流动。

今年年初，国务院印发文件，决定整合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两项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实现覆盖范围、筹资政策、保
障待遇、医保目录、定点管理和基金管理的

“六统一”。
记者梳理发现，多地已按照要求出台

具体方案，明确了医保制度整合时间表、路
线图。加上天津、上海、浙江、山东、广东、

重庆、宁夏、青海 8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在国务院文件印发前已全范围实现
医疗保险制度整合，目前实现城乡医保统
一管理的省级单位已经达到 17个。

对于农村居民来说，整合城乡居民医
保制度，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报销范围的变
化。从全国平均来看，整合后各地城乡居
民医保目录按照“就宽不就窄”的原则，普
遍向城镇医保目录统一，城乡居民特别是
农村居民保障范围显著扩大。

据统计，2015 年底，全国至少有 12 个
省份统一执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比如，
内蒙古的新农合药品目录由原来的 1988
种增加到 2600 多种，增幅达到三成以上；
河北省新农合药品目录有 1000 种左右，
城镇居民约 2400种，整合后统一的药品目
录达到 2900种。

报销比例上，按照“待遇就高不就低”
原则，各地将逐步统一城乡保障范围和支
付标准，报销比例和封顶线普遍提高，农村
居民待遇明显提高。在政策范围内，住院
费用支付比例保持在 75%左右，同时逐步
提高门诊保障水平。

“整合医保基金、统一定点管理，参保
居民可以享受到城乡一体化的经办服务，

城乡居民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也会更方便。
医保统筹层次和范围的提高，也为农民带
来更多的就医选择。”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
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说。

城乡医保制度该由谁来管理？从地方
的选择来看，截至目前，在统一基本医保管
理体制方面，全国 32 个省区市中，17 个省
份明确统一由人社部门管理，其中 9 个已
全面实现制度整合；全国 333 个地级行政
区（不含 4 个直辖市和兵团）中，176 个已
统一管理体制的有 174 个由人社部门管
理 ，其 中 108 个 已 全 面 实 现 制 度 整 合 。
2015 年底，已实现制度整合地区共涉及参
保人数 3.17 亿人，其中人社部门管理占
91.5%。

“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会面临养老、工
伤、失业、医疗等多种风险，如果专门把医
疗的险种分割出去，由另外一个部门来管
理，就会带来制度的碎片化，从而影响社会
保险统筹的整体推进。将医保纳入社会保
险体系统一管理，符合建立更加公平更可
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总体目标要求。”褚福
灵认为。

与养老保险基金类似，在医疗费用快
速增长的背景下，在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水

平提高的同时，医保基金也面临越来越大
的支付压力，支出增幅高于收入增幅，甚至
有相当一部分省份出现了当期收不抵支的
状况。如何筹资、如何保障基金平稳运行，
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目前，我国居民医保筹资的增长，主要
通过增加财政补贴来实现。根据今年 5 月
公布的新标准，2016 年，各级财政对居民
医保的补助标准在 2015 年的基础上提高
40 元，达到每人每年 420 元；居民个人缴
费在 2015 年人均不低于 120 元的基础上
提高 30 元，达到人均不低于 150 元。这与
国务院此前在整合意见中提出的“合理划
分政府与个人的筹资责任,在提高政府补
助标准的同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比重”的
要求相吻合。

“根据大数定律，把城乡居民医保整合
在一起，扩大了参保人群，医保基金的风险
池会扩大，提高了风险分散水平，提高了综
合保障能力，也为提高参保人的医保待遇
创造了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朱恒鹏认为。

“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后，
能够减少重复参保、重复补贴，降低基金
运行成本，提高使用效率，进而在总体上
增强医保基金互助共济和抗风险能力。”
褚福灵表示，随着物价、收入的增长，医
疗费用也会持续增长，本着社会保险的收
支平衡原则，一方面，要多渠道筹资，建
立与居民收入挂钩、按比例缴费、与医疗
费用增长相匹配的筹资增长机制；另一方
面，要加强医保基金使用的监控和考核，
科学分配医疗基金，避免过度医疗现象的
发生。

高温天气下，街上的行人都尽可能走
在有荫凉的地方躲避阳光，而建筑、环
卫、快递、送餐等工种的工作人员却需长
时间在户外工作而无处躲避阳光。这些职
工有没有按规定领取到高温补贴？高温补
贴的标准又是什么？

仍有部分农民工领不到高温津贴

7月 24日中午的北京，天气闷热。记
者在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某社区，遇见了
正在送外卖的小张，他一边拨打电话联系
买家，一边分拣食物。小张告诉记者，中
午骑着电动车给顾客送外卖实在太辛苦，

“在太阳下来回送餐两个多小时，衣服全
都湿透了，喝了很多水还感觉嗓子干，身
体像中暑一样，没有力气”。

提起夏季仍然需要在户外工作，快递
员小王也深有体会。他告诉记者，他每天
工作时间都在 10 小时以上，除了分拣货
物，还要一家一户地给顾客送货上门，中
午也没有时间休息。在 30℃以上的高温
下，头顶烈日送快递，经常会让他觉得酷
热难耐。

对于高温津贴，小张和小王都表示，没
有留意过，“只想着有份稳定的收入就满足
了。发放高温津贴更好，不发也没关系，不
会去投诉的，可不想因此丢了工作”。

在高温下作业的工作人员是否都能领
到应有的高温津贴？记者走访后发现，近
年来，长期在高温下工作的群体中，像交
警、环卫工、快递员等，都能领取到高温
津贴，但不少人对于高温津贴发放的具体
标准并不清楚。在北京市做交通协管员的
小王表示，他自己每个月都能领到高温津
贴，但并不明白北京市的高温津贴到底是
什么标准，应该发多少？什么时候发？

不过，有部分建筑工地的农民工仍领
不到高温津贴。农民工老李说：“什么高
温津贴？没听说过。天气热的时候，老板
能给煮点绿豆水喝就知足了，我们最怕的

是拖欠工资，那样麻烦就大了！”

高温补贴标准是多少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部长、新闻发
言人王晓峰表示，防暑降温工作是季节性
很强的一项劳动保护工作，直接关系到职
工身体健康和企业的生产安全。按照规
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 35℃以上(含
35℃)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
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不含 33℃)的，应当向劳动者发
放高温津贴。

记者注意到，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四部门联合制定
的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日最高气
温达到 40℃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
天 作 业 ； 日 最 高 气 温 达 到 37℃ 以 上 、
40℃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
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 6 小时，
且在气温最高时段 3 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
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 35℃以上、
37℃以下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
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并
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

据了解，各地也有更细化更切合地方
实际的规定。比如福建省调整了夏季高温
津贴标准，规定用人单位在职职工高温津
贴发放标准为每人每月 200元，如需按天
计算高温津贴，每人每天为 9.2 元。高温
津贴发放时间为每年 5 月至 9 月，高温津
贴不计入最低工资。

记者注意到，目前全国已有 28 个省
份出台了相关的高温津贴政策。其中，上

海、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区都维持在
200 元左右，北京室外露天作业工人的高
温津贴每人每月不低于 180 元，在 33℃
以上室内工作的，则每人每月不低于 120
元。另外，各地高温津贴的发放时间也因
气候差异而有所不同，多数北方地区发放
周期是每年的 6 至 9 月，而周期最长的是
海南省，发放时间长达 7个月。

王晓峰说，高温津贴由企业向职工发
放，列入企业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前
扣除，用人单位不得因发放高温补贴而扣
减或降低劳动者工资。最低工资标准不包
含高温补贴，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充抵高温
津贴。

拖欠津贴如何投诉

王晓峰表示，全总明确要求各级工会
切实加强对高温作业场所劳动保护工作的
监督检查，把防暑降温工作落实到每个企
业、班组、高温岗位和每个职工，以预防
高温中暑及高温作业引发的各类事故。

当前，各地工会正在开展“送清凉”
活动，购买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设备，
为职工送去一份清凉的同时，也带去工会
组织对职工的一份关爱。活动中，工会还
特别到农民工集中的工地厂房等进行走访
慰问。比如，山东烟台总工会实行错时施
工，避开高温，为农民工配备绿豆汤和藿
香正气水等。

记者了解到，为加强对劳动者的职业
健康保障，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出台了各
自的高温劳动保护办法，对违反相关规定
的具体情形和主体责任予以明确细化，并

且加大惩处力度。比如，多年来，深圳市
总工会每年都会发文要求各级工会落实高
温津贴发放事宜，一旦收到职工投诉，将
及时把情况反映给劳动保障部门，由其对
企业进行查处并处罚，勒令其补发。

随着高温劳动保护制度的逐步完善，
加大法规落实的监督检查力度变得越来越
重要。然而，对于部分地区高温津贴落实
不到位的问题,有专家表示,目前高温天气
的劳动保护主要依靠劳动监察部门、工会
组织监督，监督管理工作比较乏力，惩处
方面的欠缺，使得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较
低。此外，职工在企业面前较为弱势，不
敢主张权利,这些都是高温政策难以落地
的重要原因。

“除了要有相应的处罚制度外,也要让
职工了解自己的权益所在。”王晓峰说，
高温津贴的发放涉及行业范围较广,如果
仅凭借行政执法很难完全兼顾，让职工了
解自身权益,才能更好地监督用人单位。
因此，为使高温作业职工尤其是农民工了
解自身权益，各级工会走进工矿企业、重
点工程、服务行业的车间、班组和施工现
场，采取职工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防暑降
温和安全卫生常识，提高劳动者安全生产
和自我保护意识与技能。

业内人士表示，高温津贴不包含在最
低工资标准中，如遇用人单位不发津贴，
职工可以先向企业工会反映情况，由企业
工会与公司直接协商，进行维权。如果所
在企业没有工会，也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
举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还可
以 拨 打 全 国 人 社 系 统 的 举 报 电 话 进 行
举报。

整合城乡医保提高参保人待遇
本报记者 韩秉志

近日，不少地区连续出

现 气 温 高 于 35℃ 的 天 气 ，

其中浙江中北部、安徽东南

部、江苏南部等部分地区最

高气温达到 40℃。炎热天

气下，企业是否按规定向职

工支付了高温补贴？是否加

强了对室外工作人员的保

护？《经济日报》 记者进行

了调查

▽ 日前，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济青高铁项目建设工地，工人冒着酷

暑抓紧施工。 华 先摄

△ 8 月 4 日下

午两点，北京路政

的 养 路 工 人 冒 着

38℃ 的 高 温 抢 修

公路。

本报记者
郑彬摄

○截至目前，已有 17 个省区市突破医疗保险城乡分割的体制机制障碍，

明确将整合后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划归人社部门管理。

○整合后各地城乡居民医保目录按“就宽不就窄”原则，普遍向城镇医保

目录统一，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保障范围显著扩大；报销比例按“待遇就

高不就低”原则，报销比例和封顶线普遍提高，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

保持在 75%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