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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合肥市积极探索如何用好用活全民参保登

记大数据，进一步挖掘数字化“宝矿”，推动居民医保参

保工作跑出“加速度”。

“医保征缴工作是社区工作重点之一，以往我们都是

挨家挨户问，很费时间。”芙蓉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告诉记

者，“现在市医保部门直接把没有参保的人员名单发给我

们，可以点对点上门了解情况，工作效率提高很多。”据了

解，依托合肥市大数据共享平台，合肥市医保局将户籍人

口信息与参保数据进行比对，获取未参保的人员数据，并

下发至所属社区，社区针对性地上门了解情况。

以数赋能，便民服务更贴心。依托“合肥医保”微信公

众号，合肥市创新搭建医保服务“一网通办”平台，打造以

“掌上”服务为核心的全方位、立体化、多渠道的医保经办

体系。2023年10月，“安徽e保”2.0版正式启用，按参保地

设置了17个统筹分区，分区内可个性化提供各地的便民

服务举措，让参保人操作更直观更清晰。居民可通过国家

医保局APP、皖事通APP、安徽省医保局公众号、安徽数字

医保网、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等全渠道应用办理线

上参保缴费、异地就医、门诊慢特病、生育保险、门诊关系

转移、个人信息授权、零星报销等业务。

合肥市民李大爷是一名低保户，家里子女不在身边，

去年，他就真切感受到了医保红利。“去年五月份，我老伴

生病，医药费花了有小一万，但最后医保报了超过一半。”

李大爷介绍，每年社区工作人员会上门询问是否参保，李

大爷一家就在社区人员的帮助下线上缴纳了医保费。“之

前觉得没什么大用，买了也是心理安慰，没想到这次真是

帮大忙了！”李大爷开心地说。

记者了解到，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了合肥医保高频

业务“线上办”“指尖办”，成为老百姓身边“24小时不打

烊”的线上经办窗口和掌上服务大厅。截至2024年 2月

底，合肥市2024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人

数达544万人，合肥市大学生参保数为61.1万人、参保率

达91.3%。下一步，合肥市将持续推进全民参保工作，扩

充数据库，让数据动起来、活起来、用起来，不断普及医保

政策，不断提升群众

医保政策知晓度和满

意度，筑牢全民参保

基石。

记者 郭琪

实习生周志娟

以数赋能，居民医保参保跑出“加速度”

旌德白地镇：文明实践我行动
旌德县白地镇的志愿“红”们，以热情和微笑将温暖送

给尊老敬老、幼儿启蒙、反诈防骗等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群，

把亲民、便民汇聚成行动真正送到群众的家门口和心坎

上。“这几日阴雨不断，地面楼道都有返潮积水，正发愁该怎么

办呢，没想到你们就来了。”3月5日上午，在白地镇敬老院，志

愿“红”们忙得热火朝天，让原本安静的敬老院变得热闹起来，

到处充满欢声笑语。“谢谢叔叔、阿姨们给我讲了一些不一样

的故事，这对我启发很大，我要许下一个新愿望，把它写在我

的成长手册里，我以后一定会同叔叔、阿姨们说的一样，成为

对社会有用的人。”短短一个小时的故事课，志愿者共收集到

30多名儿童的微心愿。 梅妍 曹开发

星报讯（记者 王珊珊 通讯员 温玮雯 付夏 季

晓婧 高永峰） 去年，合肥市庐阳区率先在淮河路步行

街试点创建“门前三包”示范街区。日前，记者从合肥

市庐阳区城管局获悉，今年，庐阳区将打造颍上路、凤

台路、红星路、春梅街等10条“门前三包”示范路段，推

进全区优美街巷环境建设。

“门前三包”示范路段的创建标准是什么？庐阳区

城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首先，“门前三包”示范路

段上的沿街商店、单位不得少于50户，责任书签订率、

履约率、张挂率均需达100%。此外，在日常管理上，还

应落实“五项机制”——自查自纠、协同管理、联合检

查、评比表彰、容错纠错。

“比如联合检查机制，城管部门每月抽取5个责任

单位，与城管部门工作人员组成联合检查小组，对示范

路段‘门前三包’履约情况进行检查评分。”庐阳区城管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道，希望通过这一模式,使广大市民

群众不断提升“主人翁”意识,完成由“我被管”向“我来

管”到“我要管”的角色转变，积极参与到城市的管理当

中来。

据悉，为了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庐阳区城

管局在全区开展“转变城市管理理念，助力实体经济发

展”系列活动，主要包括面对面宣讲座谈、创建示范路

段、集中解决问题、开展专业培训等4项内容。

“面对面座谈活动将在庐阳区连办10场，主要目

的是将以往群众被动上门‘找’政策，转变为主动上门

‘送’政策。同时，通过‘门前三包’示范路段的打造，引

导企业、经营户、单位自觉参与城市管理。”庐阳区城管

局相关负责人说道。

合肥庐阳区打造10条“门前三包”示范路段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通讯员 孙锦章 沈笑）定闹

铃、大容量水杯……为了在快节奏的工作生活中及时

喝水，大家想出了很多应对之策。然而，家住肥西的解

女士却为喝太多水而苦恼。近日，记者从安医大二附

院获悉，解女士近两年每日需要喝水30~50杯，是正常

人的3~5倍，体重也增加至100公斤，而产生这种问题

的原因竟然是她大脑内长了肿瘤。

据了解，解女士今年30岁，近两年时间内，一天饮

水量能达6~10升，体重持续增长，月经也开始不规律，

在当地医院进行头颅核磁检查时发现垂体柄（连接垂

体和大脑下丘脑的部位）病变，需要手术治疗。由于垂

体柄紧挨着下丘脑、视神经、颈内动脉等颅内重要神经

和血管结构，手术难度和风险都非常大。辗转之下，解

女士来到安医大二附院神经外科寻求治疗，“经过详细

的检查后，我们判断她可能是患上了朗格汉斯细胞组

织细胞增生症。”该院神经外科负责人、主任医师赵兵

教授告诉记者。

在对患者进行充分的术前评估后，治疗组决定在神

经导航辅助神经内镜下实施经鼻蝶微创手术。术后，患

者神志清楚，视力良好，无肢体活动障碍，也没有出现脑

脊液漏等常见并发症。“手术后，我每天的饮水量和排尿

量基本达到正常水平了，真的是帮我解除了很大的困

扰。”解女士对手术效果非常满意，目前已康复出院。

据悉，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是一种好发

于儿童，也可见于成人，以男性患者居多的罕见病，患

病率约为3/100万~5/100万，病变可能会出现在骨骼、

肺部、肝脏、脾脏、淋巴结、骨髓、皮肤、中枢神经系统等

部位，临床表现主要包括发烧、皮疹、肝脾淋巴结肿大、

骨质损害、肺部浸润等，颅内病灶最常引起尿崩症和内

分泌紊乱。

一天喝30~50杯水，体重暴增，病了！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3月10日，记者获悉，合肥

市司法局、市普法办日前层转司法部、全国普法办《“1

名村（居）法律顾问+N名法律明白人”行动方案》，结合

合肥市工作实际，对全市村（居）法律顾问和“法律明白

人”工作进行部署安排。

量化培养目标。结合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

程，明确目标任务，推动村（居）法律顾问和村（居）“两

委”委员身份的“法律明白人”结对子，2024年6月底前

覆盖到辖区所有乡镇，2025 年底覆盖到所有行政村

（居）。同时，2025年底，实现全市所有乡村（农村社

区）培养6名以上“法律明白人”。

强化业务培训。将指导、培训“法律明白人”参与法

治实践工作纳入村（居）法律顾问职责范围。每年组织

村（居）法律顾问对辖区内所有“法律明白人”开展 2 次

以上法治培训。村（居）法律顾问在一月一次驻村“问

诊”期间，将结合土地流转、婚姻家庭、未成年人保护等

方面的实际需求，面向“法律明白人”开展法治讲座、法

治宣传活动，提高“法律明白人”实战能力。

搭建工作平台。组织村（居）法律顾问和“法律明白人”

参与民法典宣传月、宪法宣传周等活动，充分利用司法所、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室）等场所，畅通交流渠道。在村

（居）法律顾问参与起草、审查村规民约和其他管理规定，

参与经济项目谈判、签订重要合同，进行有关决策法律论

证等工作过程中，积极吸收“法律明白人”参与。

合肥部署开展
“1名村（居）法律顾问+N名法律明白人”行动

宿州市埇桥区：综合施策
推动干部教育培训走深走实

星报讯（李国琼 刘晴 记者 禹志强）近年来，宿州市埇

桥区委组织部坚持把干部教育培训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

要内容，多维施策、靶向发力，不断提高干部教育培训的全

面性、针对性，推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走深走实。

突出主题主线，加强政治训练。采取“集中轮训+网络

学习”相结合的方式，线上，借助安徽干部教育在线平台，针

对全区党员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网络专题培训班，进行线

上授课、在线考试，线下，开展全区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集中轮训班，通过专题辅导、分组研讨、个人自

学，为全区领导干部集中“充电”。

明确教育目标，推动供需匹配。依托“博士专家进埇

桥”项目，邀请博士专家走上讲台，采用“主会场+分会场”

授课模式，紧抓“关键少数”，将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全体成

员、区直机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乡镇（街道）及园区

班子成员、村书记等纳入培训范围，提升培训实效。

加强履职培训，提升专业素养。针对近两年新任职、未

参加过任职培训的乡科级领导干部进行任职培训，聚焦基

层党建、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培训内容，着力提升基层干

部干事创业本领。

霍邱县民政局：“司法建议+源头治理”
提升婚姻登记服务质量

近年来，霍邱县民政局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

以便民利民为工作目标，积极探索化解婚姻登记纠纷，全力

提升婚姻登记流程规范化水平。一是探索利用司法手段，有

的放矢，打通堵塞点；二是推动开展源头治理，落到实处，抓

好延伸线；三是扎实做好为民服务，改革提升，扩大覆盖面。

截至2023年底，共为群众节省工本费108万元。倡导文

明婚俗观念。创新工作方式，强化婚姻仪式感，设立家训、婚

俗文化墙，将结婚登记颁证仪式作为结婚登记流程中的重要

环节。利用好重要时点，在“七夕”等传统节日为新人开展

“青年婚恋课”并组织集体颁证仪式；利用“520”网红登记日，

协助团县委等单位举办汉式集体婚礼等，为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培育婚俗新风尚提供了生动教材。 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