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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你希望萧山区政府为民办哪些

实事？不少市民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上

周 ，来 自 衢 州 的 池 大 爷 拨 通 了 本 刊 热 线

0571—83738111，他说，他希望萧山区政府

明年能解决异地医保在萧山看病的难题。

池大爷今年 73 岁，他和老伴都是衢州

人，女儿在萧山工作。今年，他在萧山金色钱

塘买了房子，老夫妻俩的户口也迁到了萧山，

但他的医保还是衢州的，现在看病只能按规

定去浙二医院，萧山的医院都不能用衢州医

保卡。

接到池大爷的电话后，笔者与萧山区医

保中心取得了联系。结果发现，池大爷的衢

州医保卡，在萧山是可以用的。

开通省内异地医保结算的医院
萧山有三家

笔者从萧山区医保中心获悉，目前萧山

区第一人民医院、萧山区中医院和萧山医院

都已顺利通过了浙江省医保异地就医结算

“一卡通”定点测试验收。这意味着，像池大

爷这样，居住在萧山的省内其他地区医保参

保人员，可以持卡在这 3 家医院实现即时结

算，不必再为报销医药费往返奔波。

那么，为什么池大爷会说他的衢州医保

在萧山所有医院都不能用呢？区医保中心的

工作人员告诉笔者，像池大爷这样的情况，需

要到区市民中心信息重置后，在正常缴费的

情况下，是可以在定点医院正常使用的。

此外，需要提醒的是，要享受异地医保结

算这一功能，居住在异地的我区医保参保人

员，需要办理异地居住定点就医手续，而因治

疗需要转往省内异地就医结算“一卡通”定点

医院就医的，也需办理转外地就医手续，随

后，便可凭本人社保卡完成直接刷卡结算。

“如果对方异地医保非职工保险，而是农

保，那么在门诊是无法直接刷卡使用的。因

为农保仅支持异地结算住院的费用。”区医保

中心的工作人员说。

2017年年底
跨省异地看病费用或能直接结算

近日，人社部印发《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全

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的通知》，明确提出：

在 2017 年基本实现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

住院费用直接结算；2017年底基本实现符合

转诊规定的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要想在未来完全实现异地就医跨省结

算，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的

基本医保管理制度。从就医管理上来说，人

们需要在转诊前设定申请程序。申请了，参

保地就会把你的就医状态标识为“漫游”，给

你在网上进行备案，那你在异地就医的时候，

未来的全国结算平台上就能查到你的信息，

这样结算时就可以给你实现直接结算，不需

要你垫支。

此次人社部《通知》还特别提出要把支付

方式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结合医保

基金预算管理，全面推行医保付费总额控

制。要普遍建立适应不同人群、不同疾病或

服务特点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加快

推进按人头、按病种、按床日付费，鼓励开

展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探索符合中医

药服务特点的支付方式。同时，今年综合医

改试点省和所有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

市都要实施按病种付费改革，覆盖病种不少

于 100 个。按病种付费是将整个治疗过程

的费用打包，给以定额付费。与按项目累计

模式相比，它最大的好处是倒逼医院和医生

从以往的过度诊疗的扭曲状态向正常状态

回归。

未来，大病保险向贫困群体适当倾斜。

《通知》强调，要完善大病保险制度，探索向贫

困群体适当倾斜的具体办法，聚焦建档立卡

城乡贫困人口，实行倾斜性支付政策，采取降

低起付线、提高报销比例等措施，提高大病保

险制度托底保障的精确性，着力解决困难群

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问题。

此外，各地还将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改革试点地区要探索长期护理保险

的保障范围、参保缴费、待遇支付等政策体

系，护理需求认定和等级评定等标准体系和

管理办法，护理服务机构和护理人员服务质

量评价、协议管理和费用结算等办法，长期

护理保险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等。各

试点地区将制定具体实施办法，确保年内启

动实施。

朱伊丽 综合央视新闻

外地医保卡，在萧山能用吗

俗话说，养儿防老。可当父母辛辛苦苦供子女念完大学，

满以为可以享清福的时候，却发现原来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找不到工作的，在家“啃”父母；找到工作的依然“啃”，结

婚要买房买车，自己没有经济能力⋯⋯于是，大规模的“啃老”

现象出现了：买房买车，父母多年的血汗钱成了儿女享受“高

品质”生活的资本。

你现在“断奶”了吗？如果你和父母住在一起，有没有定

期向父母交生活费？

工作后，你还在啃老吗工作后，你还在啃老吗
王晨晨

职场新人收入低
吃住还得靠父母

26 岁的小黄外表青春靓丽，是萧山某机

关单位的编外人员，年收入并不高。今年年

初，父母为了方便女儿上下班，给她买了一辆

奥迪。

“我自己挣的钱根本不够花的，感谢父母

愿意让我免费吃住在家里。”小黄说，“车子保

险和保养都是爸妈负担，我主要就付个油费，

一个月大概七八百，偶尔还要缴几张罚单；再

加上买买衣服、鞋子、零食，不知不觉钱包就

空了，有时还要透支信用卡。如果要购买手

机、电脑或者是出国旅游时，还要可怜巴巴地

向父母伸手要求‘支持’。今年，老同学约我

去泰国自由行，我非常想去那里走走，但是靠

我自己的工资有点无法承担旅游的费用，就

问老爸要了5000元。”

小黄已经工作两年了，平时花钱大手大

脚，至今没有攒下多少钱。她无奈地说：“我

也想经济独立，平时不再吃住靠父母，可不晓

得为什么，每个月到手的3000多元一下子就

花完了。我总想着下个月要省着点花，可每

个月都有意外情况，例如上个月两个朋友结

婚，送完礼金一半工资就没了。”

“即使我参加工作了，妈妈还是会每个月

在我钱包里偷偷塞钱。我应该属于‘半啃老’

吧，有时候觉得挺愧疚的，这么大了还在问父

母拿钱，所以我打算明年找份薪水高点的工

作，能够自己承担所有的日常开销。”小黄说，

和父母同住比较不自由，但可省不少钱，生活

费、电费、水费等都是父母来承担。

生了二胎负担更重了
孝敬父母心有余而力不足

陆先生是萧山一家私企的销售主管，妻

子是一名事业单位员工，两人月收入加起来

有 14000 元左右，陆先生在笔者面前算了一

份每月家庭开销账单：房贷近 5000 元；两辆

汽车的油费和车库租金近2000元；小儿子的

尿不湿和奶粉2500元；水、电、煤气费及物业

管理费约为1000多元。“你看看，还没算伙食

费和大女儿上培训班的费用呢，已经过万

了。”陆先生称，每月过得紧巴巴，基本没有盈

余，难以给双方父母“家用”，只会在重大节日

给父母、岳父母买点礼物，略表孝心。

“二胎压力确实挺重的。我们现在不仅

要还房贷，还要为以后女儿出嫁、儿子取媳妇

攒钱。父母这边确实照顾得少了，真的是能

力有限啊！”陆先生无奈表示。

“既当房奴，又当孩奴，一直都是‘月光

族’，不来啃老，已经是我们的幸运了，怎么

还会向孩子要‘家用’。”79 岁陆老伯的这一

番话，道出了不少长者的心声。多数长者表

示，养老靠自己，如今消费指数高，不敢多指

望儿女。

先立业后成家
主动分担家里开销

今年 29 岁的小伙子小沈工作 6 年了，

是一名网络软件工程师，目前年薪 20 万元

左右。“我父母都是农民，家境不是很好。

房子和车子都需要靠我自己去奋斗。”小沈

工作地点在滨江，离家比较远，去年年底，

在没有父母赞助的情况下，他靠自己努力买

了一辆 10 多万的代步车。“这几年，邻居家

都造起了新房子，我们家的老房子显得有些

格格不入。所以，我打算先努力赚钱造新房

子，给父母一个舒服的生活环境，再考虑娶

老婆的事。”

小沈坦言，从读大学开始，他就没问家里

要过一分钱。“我每个月都会给父母一笔钱，

当作家用。我妈有时候不收，我就把家里的

电费、水费、煤气费的支付都转到我的银行卡

里。当然，如果要造房子的话，主要还是靠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