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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只需

0.8

秒，就能完成一次医保结算；直接结算范围扩大方便了异地就医；

凭着一张医保码，挂号、缴费就能做到“码上办”；通过手机简单操作，就可以和家人

共享医保个人账户资金。

2024

年，医保的便利升级让百姓真真切切收获了幸福感，

本期的我与国家一起前行，我们一起走近国家医保局的大数据中心，看这个全球最

大、保障人数最多的医疗保障平台，如何在云端上无时无刻、不分地域地守护着中

国百姓的健康。

河南卢氏：

秦巴山深处有了行走的医院

冬日暖阳透过宽敞的玻璃窗照进病房，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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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陶如林感觉格外舒坦， 正在准备出院：“多亏了

‘行走的医院’，俺得到了及时救治。 ”

陶如林家住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汤河乡杨庄

村，这里地处秦巴山深处。 不久前的一天，他正忙着

采收香菇，突然大汗淋漓、心慌无力。 他赶紧掏出手

机点击“一键呼叫”。 几分钟后，村医杨红学就骑着电

动巡诊车赶来，迅速打开助诊包，在大棚里为他做了

心电图等多项检查。 检查数据即时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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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公里外

的卢氏县人民医院，专家诊断为心房微颤，一边指导

杨红学现场救治，一边派来救护车。

自

2024

年

3

月启动以来，“行走的医院”已成功

救治了

20

余位突然发病的农村群众。“为了破解山

区、农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我们以引进实施

‘行走的医院’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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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为契机，提高县里医院

的急救效率，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质优、价廉、方

便的医疗服务，为山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卢氏县

委书记胡志权说。

洛河横穿卢氏县城， 南北两岸新老城区有两座

亮眼的建筑群———县中医院和县人民医院。 其中新

建的县中医院，投资

7.85

亿元、建筑面积

13.5

万平

方米，是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地区最大的县级中医院。

来到卢氏县“行走的医院”健康

180

指挥中心，

县卫健委副主任莫向阳向记者介绍：“看， 大屏幕上

能看到乡村医生的位置及状态。‘行走的医院’所有

项目服务群众都是免费的，方便快捷，很受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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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刘振东是卢氏县范里镇东寨村村医，行

医

20

多年。“行走的医院”项目实施后，他负责东寨

村和临近的大原村两个村

2200

余名村民的医疗保

健。 一接到指令，他就骑着全县统一编号“

009

”的电

动巡诊车赶到百姓家中、 田间地头为群众看病。 他

说：“以前给群众看病主要凭经验， 现在‘行走的医

院’配发有助诊包，里边最主要的设备是一个

24

小

时联网的名叫‘全科医生工作站’的便携式电脑，可

与北京等地的专家远程会诊，并配备多普勒超声仪、

生化检测仪及心电图仪等多种检测设备， 能够进行

11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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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检测检验，不仅让我们乡村医生看病更

精准，也为上级医院远程诊疗提供了依据。 ”

“行走的医院”项目由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导、中

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发起， 旨在实现“大病不出

县、看病不出村”目标。 以此为契机，卢氏县财政大力

支持，依托县人民医院建成“行走的医院”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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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中心和远程会诊、心电、影像中心，构建“指挥中

心、乡村医生、助诊包、互联网、专家、运营专班”为一

体的“行走的医院”健康服务网络和县、乡、村三级医

疗服务体系。 （崔志坚）

山东滨州：

乡村医疗服务能力再提升

群众“家门口”就医更便捷

基层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村卫生室作

为农村基层医疗服务的前沿阵地， 是广大乡村百姓

健康保障的基石。 今年，滨州市实施“乡村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提质提效三年行动”，织密织牢群众健康服

务网。

说起乡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质提效行动，感触

最深的当属前来就诊的患者， 硬件设施和服务态度

的变化让他们交口称赞。 邹平市明集镇西闸村卫生

室就诊患者孙庆江说：“变化大了， 原先这些设备都

没有， 现在都增加了， 他们的态度服务态度都挺好

的，都有一个提升。 ”

目前，滨州市

46�

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达标创建

达到国家“优质服务基层行”推荐标准，占比位居全

省前列，村卫生室“五有三提升”工作扎实推进，高标

准建设了一批中心村卫生室， 让乡村医生队伍愈发

稳定且诊疗能力更强。 邹平市明集镇西闸中心村卫

生室负责人曲雪勤说：“我们卫生室药品品规达到

242

种，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39

种。 截至目前，我们卫

生室诊疗人次达到

8000

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20%

。 ”

在滨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不断深化，基层

诊疗量占比显著提升，“名医基层工作室” 实现全覆

盖，“千名医护进乡村”活动扎实开展。 惠民县在基础

设施改善上加大投入，多元化推进人才队伍建设，服

务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惠民县桑落墅镇卫生院院长

任立伟说：“通过改扩建门诊大厅， 建立医防融合一

站式服务 健康驿站 ，将医疗服务与健康管理深度融

合，推进 三高共管、六病同防 慢病管理工作，截至目

前健康驿站服务群众

3100

多人。 ”

今年以来，滨州卫生健康系统大力推进乡村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提质提效，

506

家村卫生室配备了观察

诊查床、康复理疗、智慧随访和检查设备，达到“五有

三提升”标准，卫生院、卫生室的设施设备和诊疗环

境有了明显提升。 （陈帅）

“云端”上的生命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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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村村通”入驻

村卫生室实现实时报销

2024

年，在云南怒江州大

山深处，平均海拔

1500

米的俄

嘎村， 村医友才妞等来了盼望

已久的新装备。 医保终端“村村

通”入驻村卫生室，这个神器让

医保报销再也难不倒村里人，

连不用智能手机的老人都可以

直接刷脸进行医保结算。

将医保结算系统接入村镇

医疗卫生室， 这是国家医保局

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 ，

推进的一项重点工作， 目前全

国已有

18.66

万个村卫生室实

现实时报销。 云南怒江州俄嘎

村距离北京三千多公里， 在村

里的每一次就诊， 在国家医保

信息平台上 ， 都会被看到、保

存、查阅。

国家医保局大数据中心编

码标准处处长 曹文博： 凌晨开

始到现在

4

点

57

分，现在这个

时间， 全国医保已经结算

2110

万人次。 这个数据是每

5

分钟

就可以更新一次， 可以看到全

国医保整个的实时结算情况。

站在自己和团队精心建设

起来的平台前，曹文博说，整个

建设过程，从编码设计、政策规

定、技术路线等每一个环节，都

是用极致、完美、安全的要求来

设计完善。

全国医保信息平台建设

克服重重难关

回想起建设初期， 医保信

息系统碎片化严重、 各地系统

建设情况各不相同， 困难问题

千差万别， 使得国家医保信息

平台建设面临巨大困难和挑

战。 为了完成这项改革，在这座

大楼里，讨论经常延迟到深夜。

2019

年，全国医保信息平

台搭建起来，接下来，就是和各

地不同系统的对接整合。 广东

省大力支持落地工作， 决定拿

汕尾市作为第一个上线城市。

当时的汕尾市，医疗、医保、医

药相关的各种信息系统多达几

十套， 把这些系统都要整合到

一个信息系统内， 仅一个地市

的上线 ，

300

多人整整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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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天。

国家医保局大数据中心编

码标准处处长 曹文博： 跟我们

省里面的技术团队， 国家的技

术团队， 还有各个医院药店的

团队天天在一起， 可以说是一

起摸爬滚打， 最后是把第一个

螃蟹给吃了下来。 一直到早上

8

点，医院业务高峰开始之后，大

家的心里那个石头才算是落了

下来。

第一个城市上线后， 国家

医保局在全国

31

个省份推进

平台落地。

国家医保局大数据中心编

码标准处处长 曹文博： 平台建

设最忙的时候，我们一天跑过

4

个省，高铁加飞机，高铁上可以

继续跟大家保持沟通， 这种状

态差不多前前后后持续了将近

4

年。

到

2022

年

3

月，全国统一

的医保信息平台全面建成，实

现了跨区域、 跨层级的高效联

通。 但随着医保平台业务量的

爆发式增长， 技术与管理挑战

也不断升级。

国家医保局大数据中心编

码标准处处长 曹文博： 我们这

个系统

7 ×24

小 时 不 间 断 运

行，对大家的挑战比较多，基本

上每个办公室都备了折叠床。

医保码持续推广

异地就医实时结算

有数据的安全保障， 也有

服务的不断升级。 如今无论是

在偏远山村还是城市社区，医

保服务都触手可及。 只要一个

医保码， 全国超 12 亿人的挂

号、缴费、购药等，拿着手机就

能完成。 只要网上申请批准，就

可以实现全国门诊、 住院异地

实时结算。

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患者

家属 贺新明： 用这个医保码太

方便了，医保卡也不用带了，密

码也不用记了 ， 直接一刷就

行了。

在上海异地养老的天津参

保人 于慧娟： 过去报销我们这

单子一留得留一年的， 完了以

后回参保地去报。 你来回机票

火车票就跟报销的钱有时候就

差不多。 现在特别省事，你在上

海看病， 所有医院都可以实时

报销，你到外地旅游去，要是有

问题拿着卡也照样都消费报

销，都可以。

亲情账户让沉淀的

医保资金“动”起来

2024 年，医保平台新功能

再上线。 现在，一人参保，个人

账户的钱，可以供“配偶、父母、

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

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一大

家人就医和买药使用。

山东省滨州市无棣县企业

参保职工 孟令练：2024 年我父

母、 孩子 3 个人的居民医保也

是通过“个账共济” 资金缴纳

的，共交了 1200 元，既快捷又

方便，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

山东省滨州市无棣县医疗

保障局党组书记关晓东： 刚开

始推广这项业务的时候， 都是

我们的工作人员面对面地讲 ，

手把手地教，机关餐厅、企业车

间我们都去过。 随着知晓率的

提高，受益面就越来越大了。

海量真实世界数据

助新药好药进入目录

2024 年医保药品目录新增

91 种临床价值高的新药好药。

谈判前， 医保局通过医保信息

平台积累的海量真实世界 数

据，准确了解临床使用情况，作

出药物经济学评价， 让医保定

价更科学合理。

国家医保局大数据中心主

任付超奇： 例如治疗脊髓肌萎

缩症的诺西那生钠， 我们通过

医保信息平台积累的数据了解

到， 其实全国每年约有数万名

脊髓肌萎缩症的患者， 基于这

样的数据， 我们就可以测算出

对于患者对于药企对于医保都

能够获益的最优的价格区间。

医保平台的迭代升级仍在

继续， 正在推进的健康数据医

保影像云， 将促进医疗机构检

查结果共享， 患者不再需要带

着胶片“东奔西走 ”； 有望在

2025 年全国落地的医保钱包 ，

将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的

钱， 给异地省份的亲人就医使

用。 未来，依托医保信息平台，

更多实用功能将陆续上线，让

医保信息平台逐步发展成为全

民医保健康服务平台。

国家医保局大数据中心主

任付超奇： 我们现在改革已经

进入了深水区， 而我们医保是

通过信息化这样一个新质生产

力，去做大我们的增量蛋糕。 推

动增量存量一体化改革， 能够

大大降低改革的难度， 提升改

革的准度，体现改革的温度，加

快改革的进度。

医保从“卡时代 ”迈入“码

时代”，5 年时间，覆盖、惠及 12

亿用户，医保码虽小，却是大大

的民生。 这是科技的力量，更是

民生的温度。 国家不断推进医

疗改革、不断提升百姓获得感、

幸福感诠释着“中国式现代化，

民生为大”的不懈追求。 期待各

地各部门多办一些暖民心 、顺

民意的实事， 不断为民生幸福

加“码”。 （李禹含 马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