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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整合城镇居民医保与新
农合、推进城乡医保“并轨”的关键年。目
前，全国17个省区市（含兵团）已经在省
级层面作出规划和部署，其中一些地方已
全面并轨。

城乡医保并轨后，医保基金抗风险能
力是否提升？保障水平有何变化？重复参
保问题能否破解？围绕有关焦点问题，“新
华视点”记者展开追踪。

焦点一：城乡医保并轨进度如何？
今年1月，《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提出，各
省区市要于2016年6月底前对整合城乡
医保制度作出规划和部署，各统筹地区
要于2016年12月底前出台具体实施方
案。

记者梳理发现，全国32个省区市（含
兵团）中，城乡医保并轨的进度明显不一。

天津、上海、浙江、山东、广东、重庆、
宁夏、青海、新疆建设兵团等9地，在国务
院文件之前就已推进并轨，建立起统一的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

今年上半年，河北、湖北、内蒙古、江
西、新疆、湖南、北京、广西等8省区市先
后出台文件、部署整合城乡医保，其地市
级统筹地区的实施意见正在酝酿，将赶在
年底前公布。

记者从人社部获悉，以上17个地方
推进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并轨，都将新
农合的管理职能从卫生部门转到人社部
门，有关机构、人员、信息系统等医保经办
资源也整合到人社系统。其余15个地方，
尚未在省级层面作出规划和部署。记者采
访发现，这些地方辖区内的部分城市已经
推动并轨，但具体接管部门不一，涉及卫
生、人社、财政等部门。

有关专家表示，城乡医保并轨之后，
到底该归口到哪个部门分管，这在国家层

面并未明确，有些地方也未确定。
焦点二：医保抗风险能力是否增强？
记者采访发现，除了参保人数、医保

基金的叠加效应，城乡医保并轨扎实推
进、医保做大做强，提升了居民对医保的
信任度，其参保热情有所提高。

天津市人力社保局透露，2014年天
津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数为525.6万
人，相比2010年并轨之初的476.4万人，
增长了10.1%；城乡医保基金总筹资规模
已达32.4亿元，相比2010年整合之初的
8.89亿元，增加了3.64倍。

在苏州，随着统筹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制度的不断完善，该市城镇老年居民、农
村居民、征地保养人员、少儿、中小学生、
大学生等各类非就业人员均纳入城乡居
民医疗保障体系，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全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率达
99%以上。

“医保‘蛋糕’做得越大，抗风险和
保障能力就越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说，城乡医保并轨
后，参保人数大幅增长、年龄结构进一
步优化，为提高参保人的医保待遇创造
了空间。

焦点三：定点就医、医保用药的范围
是否扩大？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
说，城乡居民医保并轨后，无论是城镇居
民还是农民、学生儿童，均实行一个政策
体系、执行一个待遇标准、享受同样的经
办服务，实现了更大范围、更高程度的制
度公平。

根据地方人社部门提供的数据，城乡
医保并轨后，各地医保定点的医疗机构、
医保药品的目录，都明显扩大。尤其是参
保新农合的农村居民，并轨后的医保用药
范围成倍增长。

比如，山东、广东、宁夏城乡医保
并轨后，城乡居民统一使用基本医保药
品目录，农民的可报销药品种类分别从
1100种、1083种、918种扩大到2400
种、2450种、2100种，医保用药的范
围增加1倍多。

天津市人力社保局透露，城乡医保并
轨后，农村居民医保药品的数量从原来的
2000 多种增加到 7300 多种，增加了 2
倍。此外，农村居民就医定点医院的数量
也由原来的 30家左右，扩大到目前的
1400余家。

焦点四：医保报销比例是否提高？
记者梳理发现，有关省区市城乡医保

并轨、做大医保“蛋糕”，医保报销比例也
相应提高。

广东省人力社保厅介绍，2012年广
东实现了全省医保城乡统筹，城乡居民医
保水平此后逐步提高，政策范围内的住院
报销比例从54%提高到76%，最高支付
限额从5万元提高到44万元。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社保厅透露，城
乡医保并轨前，当地城镇居民政策范围内
报销比例为57%、最高支付限额8.4万
元，农村居民报销比例为53.59%、最高支
付限额5万元。并轨后，城乡居民医保政
策范围内报销比例达到66%，最高支付
限额提高到一档7万元、二档12万元、三
档16万元。

记者采访了解到，除了报销比例提
高，一些地方推进城乡医保并轨，在人社
部门“五险合一”的管理基础上，全面建设

“网络向下延伸、数据向上集中”的医保信
息系统，提供职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均
等化的医保经办服务。

重庆市人力社保局介绍，目前重庆市
40个区县医保系统已全部联网，100%的
乡镇实现联网就医，95%的村卫生室可刷

卡就医，3200 多万城乡参保人员在近
3000家定点医疗机构、5000多家定点药
店就医购药实现实时刷卡结算。

焦点五：重复参保问题能否破解？
天津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

宝义说，以家庭为单位参保的新农合，与
个人参保的其他医保，在制度上存在重
复，在信息上缺乏联通，造成务工人员、在
校学生等跨区域、跨医保的重复参保现
象，由此引发财政重复补贴、医保重复报
销的问题。

据人社部测算，以10亿城乡居民为
基数，全国重复参保率约为 4%，即
4000万人重复参加医保。按照目前财政
补贴标准计算，重复补贴金额每年超过
160亿元。

长沙市人力社保局透露，当地居民漏
保、重复参保、重复报销的现象较为突出，
仅长沙县新农合和城镇居民重复参保信
息就多达26000多条，重复报销记录20
多条，财政重复补助520多万元。

“城乡医保并轨、统一组织参保，发挥
信息系统的唯一性功能，一个代码、一条
信息通道，就能杜绝重复参保现象，避免
政府重复补助。”张宝义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多地推进城乡医保
并轨期间，借机核销了不少重复参保人
口。比如，浙江各市城乡医保并轨期间，进
一步夯实了居民参保基数，全省挤出了将
近5%-10%重复参保。

天津市人力社保局也透露，天津城乡
医保并轨期间，彻底杜绝了重复参保现
象，包括40万同时参加城镇职工医保、农
民工医保和新农合的农村居民，以及将近
4万跨统筹区县的重复参保人口。

17省区市城乡医保“并轨”带来哪些改变
——聚焦城乡医保并轨五大焦点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方问禹 鲁畅

据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统计，当年红军作战部队的
官兵平均年龄只有18岁左右。长征史料也显示，红军中
平均年龄最小的部队应该是红25军，其战斗员的平均
年龄还不到18岁。9岁参加长征的向轩，曾被确定为年
龄最小的红军战士。

长征中，有没有年龄更小的人？答案是肯定的。在红
军长征途中有好几位领导人的妻子曾生下子女，包括毛
泽东的夫人贺子珍。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刚刚出生的
婴儿或被迫遗弃，或半路夭折，只有两个婴儿跟随自己
的父母走过了雪山草地，看到了新中国的
诞生。

其中一位幸运儿，是贺龙元帅的女儿
贺捷生。1935年11月1日，湖南省桑植县，
红2、6军团即将开始长征。

这天，红2军团军团长贺龙在前线指
挥阻击敌军刚取得胜利，妻子蹇先任生下
一个女儿。最先知悉消息的红6军团政委王震给贺龙发
电报：“祝贺军团长生了一门迫击炮！”

直到这时，贺龙才想起要给刚出生的女儿起个名
字。与贺龙既是搭档又是连襟、时任红6军团军团长的
萧克（萧克与蹇先任的胞妹蹇先佛结为伉俪）说：“恭喜，
恭喜，军团长打了胜仗，又喜得千金，我看孩子的名字就
叫‘捷生’吧，小丫头在战斗告捷时出生嘛。”贺龙觉得这
个名字既响亮又很有纪念意义：“要得，孩子就叫捷生！”

长征就要开始了，按当时的情况是绝不允许未满月
的婴儿随红军长征的。贺龙决定把女儿寄养在一户亲戚
家里。可一个星期过去了，还不见那位亲戚来接孩子，焦
急之中，贺龙连夜翻山越岭来到那户亲戚家，却见门已

上锁。经询问才得知，这户亲戚已于一个星期前搬走了。
当时，如果让敌人查出谁家里藏有红军将领的孩子是要
满门抄斩的。

性格刚直的贺龙决定带上自己未满月的女儿一道
长征。红2、6军团领导商议后，同意破例带小捷生一起
参加长征。

出发前，贺龙叮嘱妻子一定要照管好女儿，特别是
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宁可憋闷死，也不能让孩子哭出声
而暴露红军目标。贺龙又交给妻子两枚手榴弹：你们母

女俩一旦被敌人包围无法脱身，就用它们结束自己的
生命。11月19日，出生尚不足月的小捷生就在一匹小
骡马驮着的摇篮里，成为红2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开始
长征的一员。

长征对于每个成年人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生死考
验，何况是一个尚未满月的婴儿。许多年后，贺捷生
回忆道：“每天行军时，母亲怕树枝划了我，就用布袋
子兜着我，把布袋挂在胸前，这样可以时时照看着
我。出生刚一个月的我，随着母亲行军时的摇晃，天
上飞机的轰鸣，地上的枪炮声，就是在这种奇特的摇
篮曲伴奏下活下来的。”

有时，贺龙也会把捷生小心翼翼地放进他宽大的衣

兜里，带着她骑马行军。一次，过贵州的山垭口，贺龙率
领部队一口气奔袭了几十里。等到他喘气掏口袋里的烟
斗时，才发现身上少了什么：心爱的女儿不见了！原来小
捷生从他怀里被颠了出去。贺龙寻原路冲杀回去，幸好
小捷生被落在大部队后面的几个伤病员发现，才重回父
亲怀抱。部队到达陕北时，贺捷生刚满1周岁。

另一位幸运儿，是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1936年
7月，红2、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改编
为红二方面军。任弼时任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兼红2

军政委。
红二方面军抵达川西北高原的阿坝

时，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在一所藏族群众
院落里生下了一个女儿。说是院落，实际是
羊圈。生产前，在羊圈里的草堆上铺上油布
当产床，由傅连暲负责接生。为了纪念这次
长途远征，任弼时就给女儿取名远征。

据任远征回忆，她在长征路上出生，但具体是哪一
天不清楚。因为当时军情紧迫、军务繁忙，父母没有工夫
来记这件事。

解放后，贺捷生曾担任军事科学院原军事百科研究
部部长，而任远征则先后在航空五院、国家气象局卫星
气象中心等单位从事科研工作。

2013年，贺捷生在《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一书
中深情地写道：“长征一年，在这条充满险恶也充满希望
的道路上，我跟着父母走了过来，没有在襁褓中死去，连
我自己都认为是个奇迹。我为自己花朵初绽般的生命在
这条路上度过了满月、百日和周岁，而感到荣幸、感到骄
傲。”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视觉热点

谁在襁褓中参加了长征谁在襁褓中参加了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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