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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底基本实现“全国社保一卡通”引发热议

异地养老，你准备心动还是行动？

人社部今年将加快建立异地
就医联网结算系统，确保2017年
基本实现符合转诊规定的异地就
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按照人社
部的这一消息，到2017年年底，基
本实现全国社会保障一卡通。

对于不少老人来说，此前被热
炒的“异地养老”面临的最大难题
——异地医疗报销就有了实现的
可能。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
ahcaijing.com）记者在合肥走访
发现，老人们态度各不同，有的直
接把定居海南列上了旅居养老的
日程；有的则持观望态度；而有些
仍放不下熟悉生活环境的老人，则
是拒绝这种异地养老的生活方
式。但不管怎样，异地医疗报销带
动的异地养老问题，还是成为了大
家热议的话题。

▋记者 曾梅

今年初，人社部表示：2017 年人社部将加快建

立异地就医联网结算系统，确保 2017 年基本实现符

合转诊规定的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至

2017 年底，社保卡还可跨地区、跨业务直接办理个

人的各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基本实现全国

社保一卡通。

据介绍，一卡通实现后，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

实现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居民可以通过社会保障

卡实现本地和跨地区的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

保险医疗费即时结算，支持挂号、诊疗、妊娠登记、

住院登记、购药等就医过程的信息服务，实现就医

一卡通。

另外，今后社保卡的功能也会更强大，还可当身

份证、银行卡使用。今后可以使用社保卡办理银行代

收代付业务，交水电费、燃气费、话费、网费、有线电视

费、物业管理费等。社会保障卡加载金融功能后，人

社部门积极推动其在社会保险费缴纳、待遇领取等业

务环节的应用。

□新闻链接
2017年底，全国社保一卡通，异地住院也能报

故事一：
定居海南
体验“旅居养老”

“ 今 年 入 了 秋 就 出 发 了 ，先
在海南海口租住当地的海滨别
墅 ，住 习 惯 了 就 准 备 在 那 买 房
子 ，准 备‘ 旅 居 养 老 ’了 ！”合 肥
的 郑 女 士 高 兴 地 说 ，退 休 五 年
了，这是她做过最大胆的决定。

去年冬天，郑女士和女儿一家
来到海南省海口市躲避严寒和雾
霾，这里清新的空气、美丽的景
色，立刻吸引了郑女士，从那时起
她就萌生了在这里常住的念头。
但碍于年老易生病，担心在海南
无法实现异地医保，只好暂时搁
置。

不久前，她听说社保卡要全国
一卡通，住院和急诊可以即时报
销，门诊部分虽然没明确，但应该
也可以报。看到这个好消息，女儿
就鼓励她，可以尝试去海南定居
了。“女儿还给我找了很多资料，有
当地长期出租的海滨民宿、海滨别
墅，踩着沙滩、吹着海风，吃着海
鲜，在那样的环境下养老，多惬意
啊！”郑女士满脸憧憬。

不 仅 如 此 ，如 果 将 来 郑 女
士 身 体 不 方 便 ，还 可 以 考 虑 入
住当地的养老度假中心作为未
来旅居养老的试点。

“住一个月，每人 3800 元，包
吃住，三星级酒店标准。每天免
费量血压、体温，早上组织练太极
拳，还有各种书法、绘画、声乐等
兴趣班，棋牌室、阅览室免费开
放。”郑女士说，不少养老度假中
心还提供多条线路的海南“岛上
一日游”，虽然是自费的，但可以
借机把整个海南转一圈，考察、体
验一下哪个地方好，为今后长期
居住选点。

侯女士身体一直不好，56岁的她退休不久就因为
心脏问题远赴上海做了手术。

经过半年多的恢复，目前身体已经好了许多，但
仍不能过于劳累。好在家人一直贴心陪伴，给侯女士

“下达”的晚年“任务”就是：安心养身体。儿子还建议
她到空气好一些的旅游城市去养病，但侯女士一直没
同意。

最近，“社保卡年底实现全国一卡通”的消息出来
后，家里人又谈论起这个话题，但侯女士还是有不少
顾虑。

“虽然以后实行一卡通，报销也方便了，但又能去
哪呢？大城市雾霾严重，小城市医疗条件不好，万一
生病住院，还要再辗转去大城市治，还有可能耽误病

情。”侯女士说，多年前，她的一个同事的妈妈退休后
在海南一个小城市买房养老。老人有H型高血压，去
年突发心梗，虽然送医及时，但当地医院没有救治条
件，又转到了海口医院，但还是错过了抢救的黄金时
间。虽说做了两个支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还是留下
后遗症，需要长期服药。

这件事让侯女士至今仍有些心理阴影，加上自己
去年跑到上海做的手术，即使别人把异地养老说得再
好，她仍难免顾虑。

不过，最近，她听说很多大的医院都陆续在海
南等旅游地建了分院，她才在思想上有了动摇，决
定先观察一下，等身体条件稳定了，再考虑去外地
养老的事。

故事二：异地医疗跟不上，持观望态度

对于孙大爷和老伴儿来说，别说去外省，就连
200公里外的儿子家，他们都不愿意去。

“我们一辈子生活在这个小城市，亲戚朋友、人际
关系、所有的经历回忆都在这里，为什么要去一个人
生地不熟的地方呢？这跟能不能异地报销没关系，更
重要的是，人是需要一个熟悉的生活圈子的。”孙大爷
说，没有熟人的生活圈子，太没意思。

如今，孙大爷和老伴仍住在 30 年前单位分的家
属楼里。左邻右舍，都是相处几十年的老朋友、老伙
计，就连看门大爷，也都在这里守了20年。

退休后，孙大爷和老伴坚持每天晨跑，短短的半小
时里，总能一路儿地打招呼。谁家今天没做早饭、下楼
买油条了；谁家今天来客人，要去菜场大采购了；谁家
小孩考试考差了，正挨妈妈的批评了。在孙大爷看来，

这些小细节、小问候，才是构成生活的美好音符。
当然，孙大爷和老伴也喜欢外出旅游，每次出门

总会记得给邻居、朋友们带些礼物，把旅途中拍下的
照片分享给大家看。但一提到异地养老，孙大爷就直
摇头。

“旅游和居住不是一回事儿，旅游是到一个新地
方，就图新鲜，新鲜劲过了还是要回到生活的地方。
可能还是老了吧，越老越念旧。”孙大爷说，他曾和老
伴在云南住了1个多月，长期离家让他对那里的新鲜
劲一扫而光。

“可能年纪大了，特别需要一些老朋友、老同事，
脾气秉性都了解，在一起就会很放松。”孙大爷说，相
对于空气、环境等“硬件”，他更注重心理感受这个“软
件”。

故事三：没有熟人闷得慌，坚决不去外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