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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底前实现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编者按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指导意见》，提出140项全国高频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事项清单。

2020年底前，实现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职业资格证书核验、学历公证、机动车驾驶证公证等第一批58项事项“跨省通

办”；2021年底前，基本实现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异地就医结算备案、社会保障卡申领、户口迁移等74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下一

步将加快实现新生儿入户、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记录查询等8项事项“跨省通办”。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无疑是一件方便百姓办事的民心举措。各地该如何确保相关政策落实到位，一些读者来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

建议。

“跨省通办”解民忧
叶金福

近年来，为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提高
办事效率，各地政务部门纷纷推行“最多跑一
次”，甚至是“零跑腿”等服务。在实践过程中，
有的地区采取“网上办”，有的地区采取“码上
办”，还有的地区采取“一网通办”。这些政务服
务新模式让群众节省了时间、精力，提高了办事
效率，因而受到了群众好评。

不过，在一些地方，无论是“网上办”，还是
“码上办”，或是“一网通办”，不少业务还仅局限
于省内业务办理，对于跨省业务办理还是得“路
上跑”，需要办事群众赶往异地现场办理。这对
于省外群众来说，显然是一种“肠梗阻”。此次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今年年底
前实现58项事项“跨省通办”，2021年底前实
现74项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无疑是化解
这一问题的好办法。

有了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省外群众就不
再需要为了办理某项业务而疲于奔波，耽误时
间和精力，可以像省内群众一样享受优质服务，
实现“网上办”“码上办”和“一网通办”，值得点
赞，更值得推广。

期待这140项全国高频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办””事项能够尽快落地实施，也期待今后有更多
政政务服务实现“跨省通办”，既方便群众办事，又又
提高行政效率提高行政效率。。

（作者单位：浙江省开化县教师进修学校）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卞广春

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首先应统
一思想认识。各级政府部门只有牢固树立为民
服务的宗旨意识，全身心投入“跨省通办”具体
工作中去，才能按下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快进
键，打好“跨省通办”漂亮仗。

“跨省通办”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的体现，能够减轻群众办事负担。如今，人口在
不同地区之间频繁流动，尽管发达的交通为群
众办事提供了极大便利，但我国幅员辽阔，群众
办事难免舟车劳顿。“跨省通办”通过扩大线上
办事范围，优化线上处理技术，改进群众上门办
事方式等，让身在外地的群众在异乡也能完成
相关事务办理。

“跨省通办”让政务服务围着办事群众转，
体现了良好的政务服务形象，更是为人民服务
理念的具体体现。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就是
要躬身倾听群众的声音，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
之所急，并不断转变和改进政务服务方式。做
到这一点，办事群众自然会由衷点赞。

140项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有总体

要求，有保障措施，有时间安排，有牵头单位，缓
不得、推不得、差不得。有些“跨省通办”事项此
前在个别地方已经试点，要及时推广复制相关
经验；有些“跨省通办”事项可能没有可借鉴的
经验，尤其是涉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领
域，这就需要强化领导，齐心协力，抓急抓实，按
部就班，责任到位，配齐高素质窗口服务人员。
只要切实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稳扎
稳打、有序推进，着力克服困难、勇挑重担，“跨
省通办”工作就一定能顺利推进。
（作者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浦江东路）

切实加强区域合作
朱 波

无论是政务服务“省内通办”，还是“跨省
通办”，都是一项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工程，
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智慧型政府的必要之
举。如今已经是互联网时代，政务服务也需要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满足互联网时代群众的办
事需求。

将“跨省通办”这样的民生工程做细做实做
好，需要相关职能部门主动作为、通力协作。国
务院办公厅此次印发的《指导意见》明确，加强
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服务能力，提升数据
共享支撑能力，统一业务规则和标准，加强政务
服务机构“跨省通办”能力建设。落实这些要
求，需要各级政府强化责任担当，主动做到“马
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地办”。

为确保“异地通办、跨省联办”运行顺畅，各
地还需切实加强区域合作，有效解决一些客观
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要打破地区壁垒、部门壁
垒、利益壁垒、信息壁垒，彻底摒弃地方和部门
保护主义，让“不见面”的协作推动“不见面”的
服务，助力构建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营
商环境。如果有的地方或部
门抱着固有的利益和资源不
放，就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跨省通办”。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不仅能够切实满足各类市场
主体异地办事需求，也为群
众异地办理就业、求学、就医
等事项打开了方便快捷之
门。在实施过程中，各地可
按照“先易后难、高频优先、
兼顾实际”的原则，及时开设
政务服务通办专窗，优化线
上办理方式，采取分批推进

“跨省通办”政务服务事项的
方式，实现政务服务通办事
项清单动态调整，完善工作
协调机制，做到统一办事流
程、统一办理要件、统一材料

清单，使“跨省通办”既便捷又高效。
（作者单位：安徽省颍上县政府督查室）

重视个人信息保护
许 兵

140项全国高频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无
疑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又一项重要举措。各地各部门要按照中央要
求，自我放权，自我改革，让数据不再成“孤岛”。

加快服务平台建设。让“跨省通办”成为现
实，需要让数据动起来。各地政府部门要加快
服务平台建设，打造一批开放性、差异化、特色
鲜明的行业融合大数据平台，在政策制定、贷
款、税收上给予数据平台企业支持。

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对涉及“跨省通办”的
项目科学研判，制定“负面清单”，逐项解决数据
运行、事项办理过程中的堵点；要深化行政审批

“放管服”改革，进一步降低群众办事成本；要对
部门和地方数据权限作出规范，防止借安全、隐
私、商业秘密等制造新的“数据孤岛”；要开展行
政执法人员素质提升工程，使其适应新的办事
流程和办事规范，对“跨省通办”中的“懒作为”

“慢作为”“不作为”现象及时制止和追责。
加大个人信息保护力度。对于不少人担心

个人隐私被泄露、盗用，以及被大数据算法记录
等问题，有关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因数据泄露导
致群众损失等赔偿、追责制度和相应办法，加
大个人信息保护力度。大数据平台、企业等应
强化个人信息保护力度，提高技术水平，保护
个人信息安全，防范黑客侵入等造成数据外
泄，给群众造成经济、声誉等方面的损失。对
因平台原因造成个人信息泄露的，应予以追
责，并赔偿相关损失。

（作者地址：四川省马边县民建镇）

“生病了我也不想去看，在这边花钱看病，
还得回老家报销，往返路费比医疗费更高。”这
是不少在异地生活的人常常遇到的问题。随着
我国人口流动日益加快和群众医疗保障需求快
速增长，医疗保障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已
成为我国2亿多流动人口普遍关心的问题。

目前，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工
作已经在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展开。前不久，国
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的指导意见》中进一步提出，要在2021年底
前实现“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申请人在异
地门诊就医时可凭社会保障卡、身份证或医保
电子凭证直接结算医疗费用。

“为进一步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保
障范围，在做好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
算的基础上，国家医保局正积极推进门诊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基
金监管司司长黄华波日前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
风会上介绍，目前已经在京津冀、长三角、西
南5省份（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藏）
开展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截至2020
年9月28日，已累计结算202.56万人次，医
疗总费用4.96亿元，医保基金支付2.87亿元。

“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工作取得了
初步成效。”黄华波表示，国家医保局下一步
将全面总结试点地区工作经验，依托国家医保

局跨省异地就医管理子系统，进一步扩大门诊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范围，加快形成全国统
一的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制度体系、运行机
制和实现路径。

据了解，9月28日国家医保局已会同财
政部印发《关于推进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
点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稳步扩大试点地
区、定点医药机构覆盖范围和门诊结算范围。

“我们确保2021年底基本实现门诊费用跨
省直接结算，为参保群众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住
院门诊一体化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黄华
波说。

（文/本报记者 曾诗阳）

10月8日，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永州硒城—塘罗（路口）
110kv线路工程施工现场，电力施工人员正在开展高空施工作
业。长假期间，该项目电力工程施工队员们提前返岗，抓紧施
工，确保工程如期完成。 刘贵雄摄（中经视觉）

10月8日，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西安项目工
地上，工人正在绑扎钢筋，为浇筑做准备。为了确保在年底完
成主体结构，工人们在长假期间坚守岗位，加紧开工建设。

贾学超摄（中经视觉）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
设的若干措施，要求盘活空闲地、边角地等资源，规划建设
贴近社区、方便可达、面向公众开放的多功能运动场、体育
公园、健身步道、球场等。

时下，加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已成为群众的普遍愿望。
然而，一些地方在制定城市规划时，容易忽视群众文化、体
育活动场所的设计和修建。城市里住宅楼林立，商店酒楼也
不少，就是缺少贴近社区、方便可达的街心公园或运动场。
加之，健身俱乐部、咖啡厅等休闲场所价格不菲，因而中老
年人晨练、散步、跳广场舞等往往只能在居民小区，有时还
容易出现噪音扰民问题。

利用城市空闲地、边角地，规划建设贴近社区、方便可
达、面向公众开放的小型运动场所，对于满足群众日益增长
的健身娱乐等精神需求、提升幸福感等具有重要意义。在这
方面，各地应主动作为。比如，城市规划要重视设计便于人
们活动的区域，建设小广场、绿地和街心公园等活动场所；
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可依托社区服务中心等组织群众参
加文化、体育活动；社区内的社会福利服务设施和公共活动
场所应尽可能免费开放等。

（作者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玉泉东路）

国庆中秋假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景区游客爆满。由于
一些千年佛像紧邻过道，许多游客伸手触摸，甚至还有孩子钻
进护栏拍照，令不少佛像都被摸出了包浆。景区工作人员表
示，佛像本来就在风化，游客触摸会加剧损坏。

龙门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平时
就游人如织，国庆中秋假期游客爆满，旅游不文明行为更是容
易集中发生。一些游客之所以触摸千年佛像，有的是出于迷
信，认为这样能带来好运，还有的则是抱着从众心理，看到别
人摸，自己也想摸，寻访古迹，仿佛不摸一摸、踩一踩，就白来
了一趟。

类似旅游不文明现象，不仅存在于长假期间，更已成为一
些旅游景区的顽疾。摸一摸，表面来看对古迹的破坏并不大，
不少游客还认为“无伤大雅”。实际上，在这种日积月累的“摸
一摸”过程中，本就饱经风霜变得脆弱的文物古迹更容易受到
伤害，进而加剧文物的损坏。

遏制这种不文明旅游现象，需要疏堵结合。景区管理者、
文物保护单位、游客等应形成合力，强化文物保护观念。

一方面，旅游景区要加强管理，守土有责，及时采取措施，
增加安保人员，引导游客文明旅游，杜绝破坏文物古迹的现
象。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不文明旅游行为的惩戒力度。比如，
通过定期发布“不文明游客黑名单”，给不文明旅游行为戴上

“紧箍”，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遏制。
此外，广大游客也要提高文明素养和公德意识，“勿因恶

小而为之”，切实做到文明出游。
（作者地址：湖南省常德安乡县深柳镇）

去年5月下旬，长三角地
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正式
启动。依托国家政务服务平
台，长三角实现66项服务事
项跨省通办。截至今年 6 月
初，长三角“一网通办”全程
网办办件量近270万件。三省
一市开通543个线下专窗办理
点，实现长三角区域41座城
市（地级市）全覆盖。

随着2020年长三角地区
主要领导座谈会的召开，长三
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还将
提速。根据计划，今年下半年
长三角区域将推进身份证、驾
驶证、营业执照、出生医学证
明等高频电子证照在长三角区
域内共享互认，拓展宾馆住宿
登记、机动车路面查验、交通
违法处理等场景应用。

比如，三省一市居民可通
过本省 （市） 政务服务APP
亮出电子身份证，宾馆酒店通
过三省一市公安系统核验信
息，实现区域内扫码亮证
入住。

与此同时，三省一市还将
加快推进30项高频事项跨省
通办，通过统一办事入口、申
报界面、业务流程等，让用户
无感切换办理跨省业务。

（据新华社电）

长三角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提速

为方便农村的
企业、群众就近办
事，山东青岛市即
墨区蓝村街道启用
镇街级“政务自助
E 站”（8 月 16 日
摄）。站内设有政
务服务、银行智慧
服务柜台等自助设
备，实现“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
腿”。

梁孝鹏摄（新
华社发）

10月9日，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公安分局化成派
出所民警正在为居民办理户口跨省迁移事项。

胡 霞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