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改革动态

本报讯 记者张海莺报道 国家

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通知，组织各

地区、各部门以2025年春节、元宵节

等消费旺季为契机，开展2025年消

费帮扶新春行动，动员号召各级机

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广大市

民群众共同参与节日消费帮扶，在

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积极

采购帮销脱贫地区等欠发达地区各

类产品和文化旅游服务。

通知明确，要加大脱贫地区特

色农产品消费采购力度，鼓励优先

采购脱贫地区特别是国家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

生产的产品作为慰问品、节日福利，

组织开展脱贫地区农副产品进机

关、进学校、进金融机构等活动。要

发动干部职工和广大市民扩大节日

消费，充分发挥东西部协作、对口支

援、行业帮扶、定点帮扶等机制作

用。要用好线上线下销售平台扩大

实物消费，充分发挥消费帮扶重点

企业示范引领作用。要推动脱贫地

区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加强对脱贫

地区旅游线路设计、产品开发、品牌

宣传等方面的指导。

2025年消费帮扶新春行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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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月7日，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虽然地震

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对于当地来说，抗震救灾任务的“时钟”并没有

拨慢。近日，本报记者随灾后重建国家部委调研组到达日喀则，记录下

调研组同当地一道，积极开展灾损评估、废墟清理、房屋鉴定、重建规划

设计等工作。目前，地震灾区转入安置救助及恢复重建阶段，本报将持

续关注并带来最新报道。

定日地震灾后重建全面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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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春节前夕赴辽宁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

蔡奇陪同考察

□ 本报记者 荆文娜

医疗保障制度是减轻群众就医

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大学生参加

基本医保，是全民医保的重要组成

部分。

继2023年国家医保局等部门印

发《关于做好大学生参加基本医疗

保险相关工作的通知》后，为了进一

步做好高校学生群体的医疗保障工

作，加快补齐参保短板，切实提高医

疗保障供给水平和保障质量，近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提高高校学生医疗保

障质量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从扩大高校学生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覆盖面、巩固提高高校学生医疗保

障水平、加强高校学生多元医疗保

障、做好高校学生基本医保关系转

移接续工作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积

极举措。

目前我国高校学生医保待遇处

于何种水平？提高高校学生医疗保

障质量还存在哪些短板？针对近年

来大学生“慢就业”现象，如何做好

毕业后和就业前这个阶段的医疗保

障衔接？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

专家。

提升高校学生医保参保率
具备条件

2024年底，各大高校的网站上陆

续推出了2025年度大学生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的通知。

“你好！我校2025年度大学生城

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从

2024年 11月 27日开始，至2024年

12月15日结束。参保人员按照年度

缴费，享受2025年度（1月1日至12

月31日）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本年度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缴费标准为人均 410 元（含

10 元长护险），各级财政补助标准

为人均680元（含10元长护险财政

补助）。”

“长春市参保学生在校发生的意

外伤害，其门诊医疗费用需在医院现

金垫付，治疗结束后，可携带相关材

料，到长春医保经办窗口申请手工报

销，100元（不含）~5000元（含）部分

报销80%。”

…………

在上海市、开封市、长春市等地

的相关网站上，针对高校学生缴纳

2025年医保费用的起止时间、缴纳金

额、保障待遇及学生缴纳医保时常遇

到的一些共性问题，《通知》上均给予

了详细解答。

记者了解到，我国基本医保分为

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两大类，绝

大部分高校的学生医保属于后者，是

以住院为主、兼顾门诊统筹和门诊慢

特病的医疗保险，旨在提高大学生

医疗保障水平，减轻经济负担。高

校学生通过校方来购买的医保，由

在读高校对接当地医疗保险经办机

构统一办理参保手续，大学生个人

只需配合学校做好信息采集、保费缴

纳等工作。

尽管如此，并不是每个高校的学

生都有意愿通过学校参保。不同地

区、不同高校间的学生参保率也参差

不齐。以安徽省合肥市为例，当地医

保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度，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参保率达到100%，

但有的学校参保率仅为34%，多半学

校的参保率处于60%~70%之间。

据相关调查显示，高校学生参保

率低的主要原因多表现在学生对医

保政策了解不足以及觉得参保费用

较高且报销不便等方面。“在我看来，

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居民医保仍然遵

循自愿参保原则，大学生群体普遍健

康状况较好，就医频率较低，且医疗

需求以门诊为主，而居民医疗保障以

住院为主，存在制度供给与需求错配

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

究中心研究员顾雪非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如果户籍仍在生源地，

那么在户籍地参保的性价比可能就

不如一些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商业保

险了。”

“大学生参加医保以在高校参保

和在户籍地参保为主，既存在不参保

的现象，也存在在学校和户籍地重复

参保的现象。”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

保研究院副院长韩优莉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直言一些高校学生参保难

的症结所在。

此次《通知》提出，到“十四五”

末高校学生基本医保实际参保率有

明显提升。韩优莉认为，这就需要

一方面要实现尽快补齐短板的目

标，使未参保的大学生参保，并能够

享受医保待遇；另一方面要提高参

保的效率，避免重复参保。同时，她

也强调，“要想实现短时间内提升参

保率也是具备条件的”。首先，高校

学生与城乡居民相比更易组织参

保，组织参保效率较高；其次，高校

学生对医保政策的理解能力强，如

果做好政策宣传，易被接受；再次，

此次《通知》由 7个部门共同发布，

多部门协同也有助于实现参保率提

升的目标。

提高高校学生医保质量
需补齐短板

每年的开学季，网络上针对高校

学生医保参保及报销等相关帖子

的点击量都会走高。“在家乡交医保

还是在学校交医保？”“可以不交吗？”

“去什么医院买什么药报销比例

最大？”……

尽管学生们普遍对自己的身体

健康很有信心，但国家医保局的一组

数据有力证明了参保的必要性。国

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此前在国新

办新闻发布会上列举了一组来自国

家医保平台的统计数据：20岁~29岁

的年轻人住院率为7%，次均费用为

7253元，最高费用则是205万元。如

果没有参加医保的话，这些费用全部

由个人承担。

正因如此，我国提高高校学生医

疗保障质量的决心坚定不移。事实

上，2023年，国家医保局、教育部印发

了《关于做好大学生参加基本医疗保

险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医疗

保障部门要在2023年6月底前，主动

深入高校和大学生群体，集中开展政

策宣讲，提高政策知晓率，做好大学

生参保服务工作。

近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冰雪小镇，大学生进行雪地拔河比赛。 新华社发（梁子栋 摄）

拓宽筑牢高校学生医疗保障“保护网”

□ 本报记者 程 晖

距离西藏定日县6.8级地震过

去了两周时间，地震灾区转入安置

救助及恢复重建阶段。

1月20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组成的联合调研组，

与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应急管理

部、地震局等部门人员抵达日喀则。

20日当天，国家部委调研组分

别调研了拉孜县锡钦乡、萨迦县麻

布加乡、定日县长所乡、措果乡等地

的民房、学校、道路等基础设施受灾

情况。

在拉孜县锡钦乡夏拉苏村和萨

迦县麻布加乡普村，调研组实地考

察了多处居民住房损失情况。当地

居民自建房标准普遍偏低，再加之

藏族民居结构形式自重大、强度低、

整体性差等因素，抗震标准较低，房

屋破损较多。定日县长所乡森嘎村

由于距离这次地震震中较近，倒损

房屋比较集中。

在定日境内的 G219 国道上，

调研组查看了路基受损情况。在一

处安全警示牌旁，G219国道一部分

路基塌陷，与南面的蜿蜒的朋曲河

床相连。

在调研当地小学等基础设施的

受灾情况时，调研组发现，定日县长

所乡小学的主体建筑里，墙体有多

处裂痕，一些教室的门框出现不同

程度损坏。但由于学校的建设标准

较高，在这次地震中经受了考验，主

体结构没有损坏。

目前，受灾村民都生活在安置

点中，这里的活动板房安全可靠，具

有防震功能，配备了供暖设施，村民

对此表示满意。安置点内已接通

水、电、网络等基本生活设施，满足

了村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

住房城乡建设部召开部门沟通协

调会，制定《〈定日地震灾后恢复重

建总体方案〉编制指导方案》，各部

门在指导方案下，扎实做好各项

工作。

记者了解到，近期中央各部委

派出工作人员和专家队伍与地方一

道，积极开展灾损评估、废墟清理、

房屋鉴定、重建规划设计等工作。

截至目前，自然资源部门已完成

定日、定结、拉孜、萨迦、昂仁、岗巴、萨

嘎７县76个乡（镇）地质灾害应急排

查，累计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1851

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组织123家专

业机构557名专家和技术人员排查

鉴定农房和公共建筑30057户。交

通部门排查桥梁900座、隧道47座、

涵洞4468座，巡查公路5596公里。

水利部门排查水库（水电站）14座，

针对5座水库出现局部裂缝等问题，

通过开展实时监测、加大下泄流量

等措施确保安全。

灾后重建更需要持之以恒的

努力。记者从日喀则市政府了解

到，为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精神，确保灾区群众能够在

2025年底前入住新房，日喀则市将

突出科学重建、绿色重建、人文重

建、阳光重建，全面恢复灾区生产生

活秩序，提升灾区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用1年的时间，灾区生产生活条

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恢复。民生

保障全面加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

提高、灾害防治有力有效、生态环境

持续向好。

调研组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西藏自治区

科学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总体方案，

利用好冬歇期开展前期准备，确保

开春后能够全面开工建设。借鉴积

石山灾后重建经验，统筹利用好国

家资金以及对口援藏、社会捐赠等

渠道资金，共同做好灾后重建工

作。同时，要做好灾区防止返贫监

测，大力推广以工代赈方式组织受

灾群众特别是脱贫群众和其他低收

入群众参与灾后重建项目建设，实

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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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部门发文提高高校学生医疗保障质量
本报讯 记者荆文娜报道 近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教育部、民政部、

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金融监管总

局、国家医保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

提高高校学生医疗保障质量的通知》，

旨在通过各类保障资源的集成协同，

补齐政策“短板”，提升高校学生群体

的医疗保障供给水平，进而对经济发

展和民生保障改善起到积极作用。

《通知》从“扩大高校学生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覆盖面”“巩固提高高校学

生医疗保障水平”“加强高校学生多元

医疗保障”以及“做好高校学生基本医

保关系转移接续工作”等四个方面，提

出10项具体政策要求，主要包括：明

确高校学生参保任务目标、为高校学

生参保创造便利条件、完善高校学生

参保缴费激励政策、完善高校学生医

保待遇政策、做好高校学生异地就医

备案管理、完善高校学生医疗救助政

策、支持社会力量精准帮扶、发挥各

类商业保险补充保障作用、做好高校

学生基本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服务工

作、做好高校学生的医保待遇衔接工

作等。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收入分配

和消费司负责人表示，《通知》的主要

政策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强调已有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和落地

生效，不动制度的大框架、大边界，以

“抓落实”和“促效果”为工作出发点和

落脚点，并通过政策集成叠加释放政

策效能，力求达到政策效果最大化。

另一方面，针对重点难点问题，创新

细化政策举措。比如，在参保便利方

面，提出“高校后勤服务机构和内设

医疗机构配合属地医疗保障部门，建

立高校参保经办服务点”，为医保“进

校园”提供更多的政策空间和服务保

障；在医保待遇方面，提出做好“高校

学生寒暑假期间在户籍地、实习期间

在实习地的异地就医备案”，适应高

校学生群体的“多栖”生活状态；在高

校学生医疗救助方面，提出困难学生

参保时按照困难身份认定地资助政

策标准获得全额或定额资助，实现以

“人”为中心的参保救助兜底等。

“我们将动态跟踪《通知》实施情

况，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及时

协调解决具体实践过程中的痛点、难

点、堵点问题，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

施。”这位负责人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