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医更方便救治更高效

“全市一家医院”让多维度管理服务成为可能。
据悉，依托青岛市政务云，青岛搭建了“全市一家医
院”基础支撑平台，畅通部门、区域、行业之间的数据
共享通道，研究制定质控规则3000余条，构建了四大
类 212 项卫生健康数据的采集、汇聚、清洗、分析平
台。“全市一家医院”基础支撑平台与山东省全民健
康信息平台对接，覆盖了我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形
成了全员人口、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和基础资源四大
数据库。截至目前，平台共接入医疗机构 235 家、10
个区（市）平台和基本公卫、妇幼保健、慢病管理等15
个垂直业务系统，汇聚数据 4.7 亿条，其中电子病历
3940.51 万份，健康档案 608.23 万份，为不同种类、不
同层面的健康服务和协同应用场景，提供了强大、可
靠、全面、精准的数据支撑，让群众就医更方便、医疗
救治更高效、监督管理更全面。

打破壁垒实现互认共享

为解决重复检验检查和自带报告、片子不便等
问题，降低患者就诊费用，推动全市医疗卫生资源的
合理利用，我市加快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
认共享。青岛市印发《全面推进青岛市医疗机构间
医学影像检查资料和医学检验结果共享互认工作的
实施方案（试行）》，进一步明确互认机构、互认项目
范围及互认规则，形成科学有效的制度保障体系。
通过各级临床检验、临床放射、医疗设备等质控中心
加强对相关专业的质量控制和培训，实施室内质控、
室间质评，定期开展飞行检查和盲样考核等，强化检
验和影像资料质量。同时，加强信息化支撑，解决

“不能认”问题。
基于“全市一家医院”基础支撑平台，汇聚各医

疗机构结构化数据，统一维护互认机构、互认项目、
互认规则等信息，实现不同医疗机构，不同业务系统
间互联互通。在诊疗过程中为医生提供可互认的检
查检验结果提醒、报告查看、原片调阅等功能，医生
根据患者病情实际情况选择是否互认。去年10月26
日，我市互认共享系统正式上线试运行，32家二级以
上公立医院开展业务，成为全省第一个实现区域内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城市。首批实现了临床生化、
临床免疫、临床血液以及普通放射线检查、CT检查、
MR检查等6大类47个项目的互认共享。截至12月
25日，累计完成数据共享调阅 116万次，互认检验检
查项目8412项次，节约检查检验费用约35万元。

在院就医时间缩短为1小时

我市不断强化数字赋能，打造“互联网+医疗健
康”服务品牌，建成“健康青岛”便民惠民服务平台。
截至目前，全市共接入医疗机构 86家，开展门诊、住
院、体检、防疫等便民惠民服务120余项，平台建档居
民数达 1600万，月平均预约挂号就诊人次达 150万，

门诊缴费线上交易30万笔，查询检查检验报告60万
份。据悉，“健康青岛”平台汇聚了全市统一的医生
号源，居民可在“健康青岛”微信公众号、网站、APP进
行预约挂号和缴费。在全市公立医院大力推行电子
健康码替代就诊卡，实现居民就诊“一码通行、码上
就医”。推行“就医付费一件事”便捷支付体系，全市
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全部支持在微信公众号、医
生工作站、自助设备等渠道使用微信、预交金、银联、
医保等多方式支付。“健康青岛”上线后，挂号时间从
15分钟缩短为1分钟，就诊环节从8个减少为3个，在
院就医时间从3小时缩短为1小时，人工窗口从平均
数37个减少为9个，有效改善了之前挂号、候诊、缴费
排队时间长，看病时间短的“三长一短”问题。

搭建了市级统一的互联网医院平台，构建资源
集中、共享普惠的互联网诊疗服务体系。平台入驻
医疗机构30家，通过在线图文、语音、视频，为居民提
供健康咨询、问诊、药品配送等线上线下一站式服
务。尤其在当前疫情形势复杂的情况下，让居民足
不出户，快速找到就医康复路径，解决特殊时期的急
难所盼。如今，“出生一件事”一键联办更高效。我
们推动卫生健康、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医保等
部门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按照“前端一体申报、后
台并联处理、信息集成共享”的方式，实现《出生医学
证明》《社会保障卡》办理、户口登记及医保参保登记
业务一键联办。将原来10个办理环节简化为2个，将
原本需要提交 19 份申请材料简化为 4 份，真正实现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下一步，我市将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持续推动全市数字健康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搭
建健康医疗大数据创新应用平台，深化“互联网+医
疗健康”服务体系，大力发展互联网医院服务，不断
丰富“健康青岛”功能，提供更好用、更管用、更实用
的便民服务。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于波 实习生 胡雁

本报1月10日讯 10 日，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青岛市将实施职工医保新门诊政策。职工参
保人普通门诊签约范围由基层医疗机构扩展至二、
三级医疗机构。青岛市职工普通门诊统筹年度支付
限额提高至每人每年1700元。2024年起，预计每人
每年将提高至4500元以上。对于签约在基层医疗机
构就医的，仍然不设置医保门诊报销起付线，所发生
的符合规定的医药费，报销比例提高至 75%。对于
签约在二级、三级医疗机构就医的，起付标准分别设
置为500元、800元，报销比例分别为60%和50%。

两提一倾斜、两扩一调整

为进一步发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共济功
能，切实减轻参保职工门诊医疗费用负担，青岛市出
台了《关于完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
制的实施意见》（青政办发〔2022〕4号），医保部门同
步印发了《关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经办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配套文件，于今年 1月 1日起
正式实施。建立健全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
就是通过调整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结构，盘活个人
账户资金，进一步增强统筹保障功能，提高参保人门
诊保障待遇和门诊医疗服务可及性。职工医保新门
诊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两提一倾斜、两扩一调整”。

“两提一倾斜”是指提高职工门诊统筹报销最高限
额、提高基层医疗机构门诊统筹报销比例、门诊保障
待遇适当向退休人员倾斜。“两扩一调整”是指扩大
职工门诊统筹定点范围、扩大门诊统筹目录范围、调
整个人账户计入比例。

基层医疗机构报销比例提高至75%

青岛市现行的职工普通门诊统筹年度支付限额
为每人每年1120元。今年，青岛市职工普通门诊统
筹年度支付限额暂提高至每人每年1700元，每个职
工参保人普通门诊报销额度增加了 580 元；自 2024

年起，按照省规定的最高支付限额控制在全省全口
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左右的要求，预计
每人每年将提高至4500元以上，职工参保人普通门
诊报销额度在今年 1700 元的基础上至少再增加
2800元。对于签约在基层医疗机构的职工参保人，
仍然不设置医保门诊报销起付线，所发生的符合规
定的医药费，报销比例由现行的60%提高至75%。自
2024年起，职工门诊保障适当向退休人员倾斜，报销
比例将提高 5 个百分点，最高支付限额也较在职职
工适当提高。

扩大职工普通门诊定点机构范围

职工普通门诊统筹继续实行签约就医，但取消
了仅限基层医疗机构作为定点的规定，职工参保人
可选择任意一家有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签约门诊就
医，职工参保人门诊就医选择性更多了。也就是说，
以前职工普通门诊只能签约定点在基层医疗机构，
从今年起，职工参保人在二、三级医院也可以签约定
点普通门诊。对于签约在二级、三级医疗机构就医
的，起付标准分别设置为500元、800元，报销比例分
别为 60%和 50%。同时，为满足参保职工的实际需
求，允许一个年度内可以变更一次定点医疗机构，签
约或变更医疗机构可通过“青岛医疗保障”微信公众
号、青岛市医疗保障局官网、各区市医保经办窗口等
多渠道办理。

扩大普通门诊“三个目录”范围

本次政策调整，考虑到普通门诊统筹最高报销
限额有了较大幅度提高，定点医疗机构的范围也由
原仅限基层医疗机构拓展到二三级医院，参保职工
的门诊就医需求也会进一步释放，因此，自今年1月
起，青岛市职工普通门诊将按照基本医疗保险药品
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和服务设施目录三个目录的范
围和支付标准执行。也就是说，自今年 1月 1日起，
职工普通门诊和住院一样，执行统一的基本医保“三
个目录”。与原来相比，门诊保障范围得到大幅拓
宽，其中，西药和中成药的品种数量扩大至2860种；
医疗服务项目扩大至8300多项。普通门诊医保目录
扩大后，对于乙类药品和诊疗项目将执行与住院同
样的医保支付政策，个人自付一定比例后，纳入医保
统筹范围。此次职工门诊共济改革，是将目前在职
职工个人账户计入由原来的单位缴费的一部分以及
个人缴费的全部，最终转变为只划入个人缴费部分；
将退休人员个人账户计入调整为按统筹地区养老金
平均水平的一定比例定额划入。通过结构调整、功
能转换，把个人账户中单位缴纳部分回归到统筹基
金，回归的资金主要用于提高职工普通门诊保障待
遇。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于波）

我市实施职工医保新门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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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打造“全市一家医院”就医场景
在全省率先实现区域内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首批实现47个项目互认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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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贯彻
落实市委、市政府“数字青岛”建设部署要求，提升
群众看病就医体验感和便捷度，市卫生健康委全面
启动智慧医疗攻坚行动，创新建设“全市一家医院”
就医场景和“三位一体”智慧医院，打造“互联网+医
疗服务”平台——“健康青岛”微信公众号，构建起
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区域就诊“一
码通行”、医生号源“一网预约”、医疗缴费“一站式
结算”、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电子健康档案跨院
调阅。在刚刚公布的复旦大学《2022卫生健康公共
数据开放报告》中，我市卫生健康公共数据开放综
合等级列全国115个参评城市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