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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医疗保障交出亮眼“成绩单”
基本医保制度覆盖981.5万“郑州人”

郑州黄河文化公园
今起恢复售票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记者从郑州黄河文化公园管
委会获悉，根据近期疫情防控需要和上级部门要求，为确保
游客生命安全，防止疫情传播蔓延，该公园免门票活动于3
月 14日 24时结束，自15日起恢复正常门票价格。

该公园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及时关注郑州黄河文化
公园微信订阅号“郑州黄河文化公园旅游服务”获取最新资
讯。阳春三月，万物复苏，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该公园
恢复正常门票价格后，实行预约、限流、错峰措施，每日游客
接待量不超过景区最大承载量的 75%，来黄河文化公园赏
春出游的同时，请大家务必严格按照景区疫情防控要求，做
好个人防护。

郑州美术馆新馆闭馆撤展
3月22日起恢复开馆

本报讯（记者 成燕）最近想前往郑州美术馆新馆参观
的市民注意了。昨日，记者从郑州美术馆获悉，为配合“第
七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撤展工作，该美术馆新馆将于3
月 15日至 21日闭馆撤展，暂停对外开放，3月 22日起恢复
开馆 。

据了解，目前，郑州美术馆瑞达馆正常开放。更多郑州
美术馆场馆信息请持续关注其官方网站和公众号（郑州美
术馆ZAM）了解最新动态。

为更好地服务乘客，昨日起，郑州快速公交在公交车内配备了装有绷带、创可贴等急救用品
的急救包，供乘客遇到紧急情况使用。 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宗福 摄

配合地铁7号线施工

文化路英才街
部分路段停水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华）为配合郑州市轨道交
通 7号线白庙站给水迁改一期工程，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拟对文化路（东风路—俭学街）道路两侧实施停
水。停水时间：3月 15日 10时~18日 10时。停水用户：财
经政法大学家属院、汇宝大厦、汇宝花园小区、金水区区委、
不倾城广场、东风路文化路地铁施工工地、恒大名都、外贸
学校、财经政法大学、商科所、文物建筑研究院、大铺、硅谷
广场、省建设总公司、欧洲花园、九中。伴随此次计划停水，
东风路以南，红专路以北，南阳路以东，花园路以西区域局
部降压。

为配合郑州市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英才街站管道回
迁工程，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拟对英才街（文化路—
杏花街）道路两侧实施停水。停水时间：3月16日 10时~17
日22时。停水用户：新青年小区、郑州师范学院西区、国基大
学城、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美景万科广场、
杨庄惠弘新园、天地丽生酒店。伴随此次计划停水，贾鲁河以
北，开元路以南，东风渠以东，桂园路以西区域局部降压。

77岁！
全省最高龄患者换肺成功

本报讯（记者 王红 通讯员 李伟博）3月 14日，从河南省人民医院
传来喜讯：经过精心准备，医院胸外科医疗团队成功为一名 77岁高龄
男性患者实施高难度肺移植手术。据悉，这是中西部地区实施肺移植
手术患者中最高龄的一位。

77岁的患者老李两年前出现咳嗽、咳白色黏稠痰，严重胸闷气促
等呼吸功能衰竭症状。两年来逐渐加重，生活无法自理，严重时只能依
靠呼吸机支持。来到河南省人民医院胸外科就诊后，被确诊为双肺弥
漫性纤维化，重度呼吸衰竭。

经过全面检查和周密的术前准备，3月 5日，胸外科魏立医疗团队
开始为患者进行肺移植手术，4个小时成功完成单肺移植，手术结束 5
小时后患者恢复清晰意识，术后12小时顺利拔除气管插管。目前患者
康复良好。这也是魏立医疗团队自全面独立完成世界各种单双肺序
贯、镜面人换肺等复杂移植术式后，再次成功挑战肺移植高龄禁区。

魏立表示，当前，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人均预期寿命延长，老
年人就医需求也随之增加。以慢阻肺为例，40岁以上人群当中，慢阻
肺的发病比例达到13.7%，居世界首位。随着病程进展，许多老年患者
往往已处于极重度状态，肺移植是延续生命、改善生存质量的唯一选
择。只要评估结果对于患者是获益的，那么，年龄就不应该是肺移植手
术的绝对禁忌。

耄耋老人遛弯摔倒 热心市民紧急援助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李四信）昨日上午，两位耄耋老人
外出遛弯时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巡防队员和路过市民纷纷上前将
他们搀扶起来，温馨一幕暖到了
很多人。

昨日10时许，金水区经八路
巡防中队队员代仁义、王海东巡
逻到红专路与红专北街时，突然
听到“哎哟”一声大叫，循声望去，
路中间两位老人连车倒在地上，

老太太仰面朝天，动弹不得。
两位巡防队员迅速跑到两位

老人跟前，路过的几位市民也赶
紧上前帮忙。

两位市民将倒地的老大爷抱
起，代仁义询问倒地老太太伤情，确
定没有发生骨折后将其搀扶起来，
王海东将倒地的轮椅车扶起来。

经查看，老大爷安然无恙，但
老太太后脑勺由于直接磕到了地
面上，起了个包，需要进一步检查

医治。
经询问得知，老两口都 80

多岁了，家住红专路 40号院，由
于老太太腿脚不方便，刚才推着
轮椅车外出遛弯时，车轮打滑，
轮椅车失去平衡，老太太猝不及
防摔倒，而紧跟其后的老大爷试
图去拉拽老伴时，自己也倒在了
地上。

得知老人无需送医后，巡防
队员和市民才放心离开。

身边正能量

爱国：民族精神的核心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

牢固的情感纽带。“谁不属于自己的祖国，那么他也就
不属于人类。”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对
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是每一个公民的起码道德，也是中
华民族最深沉的文化基因。

我们倡导的爱国，就是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同推动
国家的繁荣发展对接，把人生意义的提升同增进最广
大人民的福祉相连，不断加深对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
化的认同，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就是让个
人梦想与国家梦想紧密结合，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
我们的民族发展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阐释（第129期）

让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让文明风尚吹遍绿城

本报讯（记者 王红）医保制度良性运
行、阳光运行，关系到每一位参保职工的

“救命钱”。3月 14日，市医疗保障局面向
公众晒出2021年度“成绩单”。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
533.88万人

统计显示，2021 年，全市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人数超过 981.5 万人，其中郑
州 市 879.98 万 人 参 保 率 长 期 稳 定 在
95%以上。

统计显示，过去一年中，郑州市职工
医保、居民医保以及生育医保参保人数均
持续增加。其中，职工医保参保 264.5 万
人，较上年增加26.28万人；郑州市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533.88万人，比上年
增加0.54%；生育保险参保211万人，比上
年增加22.98万人。

职工医保参保者次均住院费
1.3万余元

统计显示，2021年，全市（不含巩义、
航空港区）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含生育保
险）收入 85.29 亿元，支出 77.05 亿元；职
工医保个人账户收入 57.35 亿元，支出
31.17亿元。

根据职工医保参保人员住院就医流
向构成分析，参保人员在各类医疗机构住
院就医所占比例分别为：三类占 24.81%，
二类占35.41%，一类占34.86%，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及卫生院占 4.92%。全市职工

医 保 参 保 人 员 次 均 住 院 医 疗 费 用 为
13150.16元，比上年增加 610.83元，增长
率4.87%。

居民医保基金一年支出
48.76亿元

2021 年 ，全 市 居 民 医 保 基 金 收 入
57.45亿元，支出48.76亿元。全市城乡居
民参保人员次均住院医疗费用为9902.18
元 ，比 上 年 增 加 367.63 元, 增 长 率

3.86%。城乡居民住院平均床日为 8.95

天，比上年降低 0.20天，下降 2.24%；平均

住院床日费用为 1106.30元，比上年增加
64.91元，增长6.23%。

此外，2021年，全市享受各项生育保
险待遇 11.83 万人次，人均生育保险待遇
支出为4673.8元。

实现基本医保制度“六统一”

2021 年，省会医保领域改革持续深
化，郑州全面做实市级统筹。从去年 6月

1日起，职工缴费比例统一调整。全市（除

巩义外）15个区县（市）全面实现基本医疗

保险和生育保险基本政策、待遇标准、基

金管理、经办服务、定点管理、信息管理

“六统一”。
同时，我市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

革。全面重点推进基于区域点数法总额

预算的按病种（DIP）分值付费和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医保打包付费，提高医保基金使

用效率。

267种集采药品平均降价
50%左右

不仅如此，去年全市深入推进医药服
务供给侧改革，全面实施基层医疗机构医
疗服务价格调整，彻底取消药品耗材加
成，还利于民。统计显示，2021 年，我市
审核（初审）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77
项；新增和修订市、区两级中医医疗服务
价格项目136项。

不仅如此，我市稳步推进药品耗材集
中带量采购，挤出药品耗材价格虚高水
分。统计显示，去年我市落地集采药品10
批 267 种，药品平均降价达到 50%左右。
同时，我市落地集采医用耗材 6批 21类，
其中冠脉支架从均价1.3万元左右下降至
均价700元左右。

持续开展打击欺诈骗保行动

为管好参保人员的“救命钱”，郑州强
化医保基金监管，持续开展打击欺诈骗取
医疗保障基金专项治理行动，全年共检查

定点医药机构 1992 家，拒付或追回违规

基金超过1.3亿元。

193家定点机构开通住院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参保人员异地

就医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为更好地服务

基本医保参保人员，去年，我市开通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住院定点医疗机构 193家，

门诊费用直接结算定点医药机构 30家。
2021 年，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异地就医
7149 人次，异地就医费用 1.267 亿元，居
民医保参保人员异地就医 2360 人次，异
地就医费用6779.5万元

此外，我市已将建档立卡脱贫人口
46819 人和三类监测户 10451 人全部纳
入医疗保障范围。2021年医保基金支付
住院待遇 1.44 万人；支付门诊慢特病待
遇 3.59 万人次；支付医疗救助资金 1.2 万
人次。

逾438万人激活“电子医保卡”

信息化时代，便利的医保服务离不开
医保电子凭证的加速推广。统计显示，截
至 2021 年底，郑州市参保群众累计激活
医保电子凭证4385903人，激活率全省第
一。开通医保电子凭证结算定点医药机
构 3227 家，累计使用医保电子凭证结算
超过285万人次。

此外，郑州推行医保业务“掌上办”，
49个医保“一件事”可通过郑好办、支付
宝、微信公众号等渠道 24 小时在线办
理。为推行医保业务“就近办”，郑州开展
经办延伸服务试点，建成 156 个“郑州医
疗保障服务站”，打造医保“15 分钟服务
圈”。

此外，郑州推行医保业务“无差别
办”，在全省率先实现全市定点零售药店
个人账户互通使用，参保人员可通过“一
证一卡一码”在全市（不含巩义）任一定点
零售药店无障碍刷卡扫码购药。

应对降温天气供暖延长一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

华）昨日，记者从郑州热力集团获
悉，为应对大幅降温天气，按照市
委市政府要求，2021~2022供暖
期集中供热延长一周，保障市民
温暖度过倒春寒。

根据《郑州市城市供热与用
热管理办法》规定，本市供暖期停
热时间为3月 15日零时。

延长供热期间，郑州热力集
团将持续做好相关供热保障工
作，足额足量保证热量供给，切实

保障供热生产安全稳定，确保用
户安全温暖用热。在此期间，用
户如有任何用热问题可随时拨打
郑 州 热 力 24 小 时 客 服 热 线
68890222 电话咨询，或通过“郑
州热力”微信公众号在线咨询。

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关于近期疫情防控管理有关事项的通告

（2022年42号）

近期，国内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态势，疫情防控形势愈加
严峻复杂，截至 3月 14日 11时，全国现有 13个高风险地区、283
个中风险地区。加之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染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
隐匿性更强，我市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为进一步做好我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坚决防范输入风险，全力保障市民健康，经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决定，就加强我市疫情防控的有
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严格郑州域外来（返）郑人员管理
（一）主动报备行程
1.郑州市域外来（返）郑人员需提前3天通过“郑好办”APP：疫

情服务→其他服务→返郑人员登记管理，据实填报提交；或联系居
住地所在社区和单位（或学校）进行报备。

2.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权威发布的国内各地疫情动态和
病例的相关信息，近期有本土病例疫情地区旅居史，特别是与确诊
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有接触史或活动轨迹有交集、重合的，第一时
间向所在社区、单位或入住酒店报备，配合落实医学观察、健康监
测、核酸检测等疫情防控措施。

（二）主动核酸检测
1.省外来（返）郑人员、省内发生本地疫情的城市来（返）郑人

员，入郑时需提供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未持有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的，可在新郑机场、高铁东站、郑州火车站临时检测点进
行核酸检测，检测后需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入郑，入郑后，24小
时内再主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结果未明确前非必要不外出。

2.中高风险地区所属地市，以及经研判处于风险状态的其他
人员，入郑后需落实“三天两检”措施。未按规定核酸检测者，健康
码赋“黄码”，允许“黄码”人员返回居住地。未解除“黄码”前，除核
酸检测外非必要不外出。

3.尚未调整中高风险地区但有本土疫情的地级市中，非管控
区域的人员入郑后 24小时内均须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未按规
定核酸检测者，健康码赋“黄码”，并落实“三天两检”措施。

（三）主动健康监测
1.郑州市域外来（返）郑人员抵郑后，需加强自身健康监测，7

日内不聚餐、不聚会。
2.广大市民如接到流行病学调查，提示本人是密接、次密接

后，请立即停止参加人员聚集活动、立即停止前往人员密集场所，
立刻向本人所在地社区报告，做好个人防护，按照工作人员要求落
实措施。

二、严格公共场所疫情防控管理
1.全市商场超市、餐饮机构、宾馆酒店、农贸市场等公共场所

严格落实扫码测温、通风消毒、佩戴口罩等措施。密闭公共场所设
置流动监督员，监督、劝导人员科学规范佩戴口罩，经劝阻无效且
影响公共秩序者，由公安机关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2.全市各旅游景区、影剧院和文化娱乐场所等公共场馆落实
“限量、预约、错峰”要求，原则上室内接待人员上限不得超过容载
量的50%，室外不超过容载量的75%。

3.各单位（场所）要认真落实法人主体责任，做到有防护指南、
有防控管理制度、有防护物资设备、有应急预案、有预留隔离场所；
落实好员工行踪管理、健康监测等措施。密闭公共场所须签订《疫
情防控承诺书》，在醒目位置摆放或悬挂疫情防控责任单位及责任
人公示牌，上岗员工必须完成疫苗全程接种。游艺娱乐场所和上
网服务场所、洗浴中心等密闭公共场所需建立员工核酸检测台账，
所有从业员工每7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三、严格聚集性活动管理
聚集性活动要按照“一事一报”“谁举办谁负责”原则，50人以

内活动要制定防控方案，自觉严格执行防控措施；50人以上活动
须提前15日向属地疫情防控部门申报。

经同意举办的聚集性活动，要在属地疫情防控部门的指导、监
督下进行。

倡导市民减少家庭聚会，家庭聚餐聚会不超过10人。
倡导“喜事缓办、丧事简办、宴会不办”，确需举办的缩小规模，

须向属地社区（村）报备，承办宴会不超过5桌（每桌不超过10人）。
四、严格个人健康管理
1.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请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防

护意识，自觉遵守疫情防控措施，在商场、超市、酒店、影剧院、地铁、
机场等公共场所，配合做好戴口罩、扫码测温、一米线等防控措施，
进入公共场所时，要主动配合扫码入内。非必要不邮购境外和国内
中高风险地区的物品，收发邮件快递时，务必做好个人防护，避免用
手触碰口、眼、鼻。选购、加工冷链食品时，应佩戴口罩和一次性手
套，避免用手直接接触，要生熟分开、煮熟煮透，并做好手部卫生。

2.时刻关注个人和家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发热、咳
嗽、咽痛、乏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请佩戴口罩前往就近
的发热门诊或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并如实告知个人旅居史、活动史
和接触史，就医途中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3.鉴于当前疫情形势，请广大市民非必要不要前往中高风险
地区及发生本土疫情的城市，减少跨省、跨地区流动；如确需出行，
请务必提前了解当地疫情防控措施，及时关注自身健康码状态，全
程做好个人防护，返郑前主动报备。

五、做好疫苗接种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预防新冠肺炎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

目前，我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持续推进。
各接种点疫苗充足，请符合接种条件的居民未接种的尽快接

种，已完成全程接种满6个月的，尽快接受加强免疫；
家中有 3~11 岁无接种禁忌儿童未完成两针免疫的家长朋

友，尽快带领孩子完成全程免疫，做到“应接尽接”；
60岁以上老人为易感人群，60岁以上老人无明显接种禁忌

的，应尽快接种。
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2年3月14日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记者
昨日从市气象部门获悉，受较强
冷空气和高空槽影响，预计16日
至 19日我市有大风降温降水天
气过程。其中，16 日至 19 日持
续阴雨；16 日下午至 17 日白天
有 5～6 级东北风，阵风 8 级左
右；17 日至 20 日气温较前期大
幅下降，最高气温低于 10℃，凌
晨最低气温0℃左右。

今后一周郑州具体天气预
报情况为：3 月 15 日，多云转阴

天，12℃～25℃；3 月 16 日，阴
天 有小雨，东北风 5～6 级，阵
风 8级左右，4℃～19℃；3月 17
日，阴天转阵雨，东北风 5～6
级，阵风 8 级左右，0℃～7℃；3
月 18 日 ，小 雨 转 阴 天 ，0℃ ～
10℃；3 月 19 日，阴天有阵雨，
东北风 4 级，0℃～6℃；3 月 20
日，阴天，1℃～9℃；3 月 21 日
阵雨转阴天，3℃～9℃。

气象部门提醒：16 日至 19
日持续阴雨，湿度大，气温低，体

感较冷，广大市民需注意防寒保
暖，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差，请
注意交通安全；请妥善安置易受
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及时加固
围板、棚架及临时搭建物，减少户
外活动和高空作业；大风降温易
导致呼吸道疾病高发，对疫情防
控有一定不利影响；大风降温对
已进入拔节期的冬小麦、果树和
设施农业生产有一定不利影响，
果树和设施农业需提前做好防风
防冻准备。

明起冷空气携风雨来袭
需防范倒春寒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