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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异地自行外出就医“免备案”
安徽推出第三批7项医保便民惠民新举措

冬日新安江畔
景如画

冬日晨曦，安徽省黄山

市休宁县商山镇溪洲村风景

旖旎，新安江上晨雾缥缈，鳞

次栉比的徽派建筑掩映其

间，若隐若现，如梦似幻。图

为 11 月 21 日在商山镇溪洲

村拍摄的冬日晨景。

施亚磊 文/图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省内异地自行外出就医直

接结算“免备案”、网上方便门诊诊查费“一元钱”……

11月22日，记者获悉，安徽省医保局借鉴前两批医保

便民惠民举措的落地经验，进一步梳理群众在医保领

域上的急难愁盼，日前研究推出第三批7项医保便民

惠民新举措。

省内异地自行外出就医直接结算

参保人员在省内异地就医时，属于非急诊抢救且

未办理转诊手续的临时自行外出就医情形，无需办理

备案登记手续，凭医保码（医保电子凭证）、社会保障

卡或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即可在异地联网定点医疗机

构进行直接结算。

网上方便门诊诊查费“一元钱”

完善“方便门诊诊查费”项目价格政策，增加“互

联网远程方便门诊参照执行”的项目内涵，将“一元

钱”的方便门诊应用场景从线下向线上拓展延伸，方

便群众获取互联网医院复诊电子处方。

省内门诊慢特病待遇资格互认

参保人员在办理医保关系转移、变更参保险种、

变更统筹区参保等医保关系变更时，各地医保经办机

构通过提取信息平台数据或由参保人主动提供信息

等方式，在省内实现其门诊慢特病待遇资格互认。

新增6种“免申即享”门诊慢特病病种

针对帕金森综合征、先天性免疫蛋白缺乏症、心

脏冠脉搭桥术后、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血管支

架植入术后、再生障碍性贫血6个病种，参保人员因

诊断上述疾病住院治疗并出院结算后，参保地医保经

办机构根据医保信息平台筛选的“预享受人员名单”，

联系参保人员（或家属）并根据其意愿，直接认定相应

门诊慢特病，并短信通知其享受相应待遇。

新增4种“即申即享”门诊慢特病病种

针对重度特应性皮炎、青光眼、特发性血小板减

少性紫癜、生长激素缺乏症4个病种，参保人员凭相

关疾病诊断材料，主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申报，参

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在其申报通过并沟通、审核后，为

其办理相应病种门诊慢特病保障待遇；待遇确认后，

参保人员自申报之日起享受待遇。

手工报销大额医药费用“快速办”

根据现行规定，参保人员申请手工报销医药费用，

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不超过30个工作日办结，部分参

保人员因医药费用较高，个人垫付资金压力大。新举措

提出，参保人员单笔医药费用超过5万元的，在报销材料

齐全、未涉及意外伤害医药费用报销情况下，申请手工

报销时，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在7个工作日内办结。

职工门诊统筹定点药店“网上查”

通过“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微信、支付宝、

皖事通 3 个端口），发布纳入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结算

范围的定点零售药店信息，并根据定点零售药店调

整、纳入情况，及时动态更新维护信息，为参保群众提

供“7×24小时不打烊”查询服务。

合肥市公安局
推出为民利企12项举措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记者从合肥警方获悉，为不

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保障改善民生，合肥市公安局推出

为民利企护航发展12项举措，真正为市场主体添活力，

为人民群众增便利。

优化城市配送货车通行政策
优化交管“12123”App中电子通行码，小型货车、民

生配送货车、新能源货车和中型厢式货车4种货车可在

交管“12123”App中申领通行码；放宽配送货车通行限

制，允许总质量4.5吨以下新能源货车和民生配送货车在

非高峰时段驶入高架桥道路；进一步放宽车长小于6米、

总质量小于8吨的中型厢式货车通行限制，除高峰时段

均可驶入市区二环以内。

轻微道路交通事故“线上视频”快处
充分发挥科技信息技术优势，通过视频在线处理，提

高事故快撤快处效率，视频快处占比同时段车损事故不

低于50%，实现轻微交通事故快撤、快处、快赔，引导当事

人发生事故后及时撤出现场，降低拥堵和二次事故风险；

协调保险部门，推广线上定损赔付，优化事故理赔流程和

定损赔付模式，快速赔付。

制定合肥特色“道路指路系统标准”
以南二环快速路为先行试点，开展指路标志整改工

作，使指路标志的设置更加符合道路交通管理的相关法律、

法规及技术规范要求，标志所传递的信息清晰、醒目、准确，

使交通参与者能够合法、便捷、快速地到达目的地；按照“道

路指路系统标准”要求，对全市道路指路标志进行排查，并

按照“分类分级管养”原则，督促标志管养单位及时整改。

探索打造公安“无证明办事”
推行“容缺办理”模式，能够依托公安机关内部数据

资源进行查询、核验的，不再要求群众、企业提供实体证照

或纸质复印件；进一步推进拓展其他政府部门电子证照、

数据在公安机关应用，探索打造“公安无证明办事”。

推进公安服务“一窗通办”改革
按照“专窗”+“综窗”的模式，合肥警方在市、县区两

级政务服务中心及保留户籍业务派出所设置公安综合窗

口，打破警种界限、窗口属性和数据壁垒，集成办理公安

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门办、一窗办、就近办、一次办”。

此外，这12项举措中还包括建立企业知识产权保护

“双联络员”制度，搭建“平安365”为企服务信息化平台，

优化出入境“引才惠企”服务体系，健全完善经济犯罪案

件受立案工作机制等等。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第三届国际新材料产业

大会11月23日至26日在蚌埠市举办。记者昨日获

悉，新材料产业作为安徽省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之

一，2022 年实现产值约 4900 亿元，产值同比增长

10.5%，规模占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24.5%。今

年1至10月，全省新材料产值增速同比增长3.7%，规

模占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21.8%，继续保持平稳较

快发展势头。

据了解，我省在加强顶层设计、制定专项政策、优

化产业布局、加大创新投入等方面，多措并举，推动产

业加速提质扩量增效。《安徽省“十四五”新材料产业

发展规划》明确，到2025年，力争产业规模突破万亿

元，实现5个千亿级产业集群、20个百亿级骨干企业

发展目标。《安徽省支持新材料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涵

盖原始技术研发、成果产业化、推广应用、产业集聚、

产业生态等方面21条支持举措，形成全链条全环节

的系统支持。

如今，全省已初步形成以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和

新兴产业集群（基地）“双轮驱动”的新材料产业集群

体系。拥有国家玻璃新材料创新中心等国家级创新

平台32家，省级创新平台300多家。通过加强原创性

基础研究、实施重大科技创新攻尖计划，一批关键核

心技术实现进口替代，形成了一批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的自主创新成果。

省市协同方面，我省制定《安徽省新材料产业“双

招双引”工作实施方案》，每年编制新材料产业发展报

告，系统梳理国际、国内和全省新材料产业发展情况，

明确“双招双引”实施路径、重点领域和目标企业，绘

制产业全景图和布局图，指引市县精准开展“双招双

引”。2021年以来，全省新签约、开工、在谈百亿新材

料项目25个，50亿～100亿项目49个，落地项目数、

总投资额在十大新兴产业中均位居前列。

前10月，全省新材料产值增速同比增长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