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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报业记者 杨淑栋 刘文思
本报通讯员 齐迪 常旭

9月25日，淄博市推出山东首款政府指导
医疗保险产品——— “齐惠保”，不限年龄、
不限职业，无需体检即可参保，一年只需缴
纳99元，即可获最高200万元的保障。对享受
扶贫政策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推出每人每年
缴纳10元保费可享受同等保障的政策。

淄博“齐惠保”与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无
缝衔接，保障内容涵盖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范
围内外的医疗费用，以及《淄博齐惠保特药
目录》中16种特定药品费用，参保人可获得
最高200万元保障。

80万人参保

“相比动辄几千、上万元，还经常遭遇
理赔难的商业保险，‘齐惠保’才99元，而
且有政府背书，更靠谱！”11月15日，家住
淄博市张店区的张明明告诉记者，他们一家
五口都入了“齐惠保”。

“齐惠保”，“齐”代表淄博，“惠”
代表普惠、惠民，“保”代表补充医疗保
险。一款补充医疗保险，是淄博市对于“齐
惠保”的定位。

“有的家庭一个人得了大病，花了几十
万，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难以承受
的，影响的会是几个家庭的生存质量。”淄
博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孙英涛说。
“齐惠保”的初衷，就是让淄博人民享受到
低门槛、低保费、高保障的健康保障服务，
减轻患者医疗费用负担，解决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现象。

根据国家医保局公布数据，2019年我国
职工医保实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75 . 6％，居
民医保实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59 . 7％，再加
上罹患大病患者需要使用较大比例的目录外
药品和诊疗项目，仍存在重大疾病人群医疗
负担重、受医保目录及报销范围的限制、商
业保险价格高且覆盖面不足等问题。这份参
保人每年缴纳99元，可获得最高200万元保障
的保险，为淄博参保人提供了“病有所依”
的底气。

“齐惠保”会给淄博市民节省多大的医
疗费用？淄博市医疗保障中心工作人员给记
者进行了测算。参保人Ａ先生，投保后如果
在保单生效期内经诊断不幸罹患肝癌，在淄
博市内定点医院及定点药店共产生医疗费用
72 . 99万元。其中，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
20 . 96万元，个人需负担52 . 03万元，但如果加
入了“齐惠保”，将再为Ａ先生报销38 . 41万
元。Ａ先生所负担的医疗费用由报销前的
52 . 03万元减少至报销后的13 . 62万元。

截至目前，“齐惠保”参保人数约80万
人。

为贫困户推出10元保单

“‘齐惠保’的推出，对我们这些长期

病患来说可真是福音啊！现在有了医保和
‘齐惠保’双重保险，生活更有了奔头。”
淄博市博山区镇石泉村贫困户邢荣富喜笑颜
开，他告诉记者，前阵子扶贫干部来家里宣
传“齐惠保”政策，他立马就入上了。“它
不仅门槛低，而且对于我们这些贫困户来说
只需要交10块钱，就能享受住院后自负超过
两万元部分再报销80％的巨大福利，还涵盖
了15种重大疾病。”

目前，淄博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8 . 7万户
15 . 9万人，70％左右是因病因残致贫，不少
家庭还存在“因病致贫、返贫”的风险。享
受扶贫政策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每人每年只
需缴纳10元保费就可享受同等保障的政策，
可获最高200万元的保障，这是淄博市医疗保
障局针对享受扶贫政策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推
出一项“重磅利好”。

“10元的保单虽然不多，对于建档立卡
贫困户来说，折射的是政府帮扶的一种情
怀。”孙英涛说，前期，淄博市医疗保障局
调研多个城市，深入分析研究淄博市参保人
的就医报销数据，而通过对淄博享受扶贫政
策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员的就医数据分析，
淄博具备依托“齐惠保”织密织牢健康扶贫
兜底保障网，让贫困人口不再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的能力，也有信心让“齐惠保”切实
发挥减轻罹患重特大疾病参保人员的医疗费
用负担，提高当地重特大疾病保障水平的作
用。

“我们制定推进措施办法，积极响应，
加快‘齐惠保’办理进度。”博山区医疗保
障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栋告诉记者，“我们全
员动员，广泛宣传。全区上下发动3366名结
对帮扶干部、956名村“两委”成员和包村干
部、198名驻村干部，通过微信公众号、朋友
圈、农村大喇叭、政策明白纸等形式，进行
无缝隙、全方位广泛宣传。”

为确保“齐惠保”惠及所有贫困群众，
张店区、博山区率先行动、主动作为，在工
作部署、宣传发动、主动服务方面下功夫。
截至目前，博山区在淄博市实现17396名享受
政策贫困人口“齐惠保”投保全覆盖。张店
区也为全区1890名贫困人口投保了“齐惠
保”。

为更好地宣传推广“齐惠保”，淄博各
区县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知晓率：加强
农村基层入户宣传，动员扶贫干部与村“两
委”成员，通过农村大喇叭、政策明白纸等
形式，进行全方位宣传，主动为老年人、贫
困群众上门服务。

探索共保体模式

为淄博市民设计一款补充医疗保险，这
是“齐惠保”的设计初衷。在单纯靠财政解
决“因病致贫”问题面临难度的情况下，淄
博市医疗保障局通过前期积极调研、探讨，
运用市场化思维建立了一种“一人有难大家

帮”的社会共济制度。“这是我们对解决因
病致贫问题的常态化机制的一种探索，是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有益补充。”孙英涛说。

在最受关注的报销范围上，“齐惠保”
与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无缝衔接，保障内容涵
盖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外的医疗费用，
实现医保报销目录内外统一比例报销。在特
药范围方面，淄博市医疗保障局根据实际用
药需求，真正实现“一城一策”打造城市定
制化补充医疗保险。

想要做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构建，
惠民保险保障模式的科学化、合理性以及能
否快速落地成为关键一环。“共济”“惠
民”，谈到“齐惠保”，孙英涛多次提到了
这两个关键词。“齐惠保”立足淄博参保人
的实际情况，开创了医疗保障局指导，银保
监会进行监督，互联网平台统一运营，多家
保险公司联合承保新模式。

为了让“齐惠保”实现良好的运行，
淄博市组织全市主要十几家保险公司成立
共保体，在淄博市医疗保障局的组织指导
下，腾讯“微保”平台联合太平洋寿险、
中国人寿、国寿财险等12家保险公司，共
同打造惠民保险共保体，通过统一协作、
共同承保，大幅度提高了承保能力，将医
保机构、参保群众和保险公司这三方进行
有效融合，避免单一保险公司承保所带来
的一些潜在问题和风险，确保“齐惠保”
的长期健康运营。

普惠性、补充性，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淄博：“齐惠保”让群众“病有所依”

□ 本报记者 刘磊
本报通讯员 刘力 常晓月

伴随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和注册承诺制的实
施，“市场准入门槛不断降低，企业注册便利
化不断提高，但使用虚假地址、模糊地址，甚
至冒用他人地址注册企业等情况不断增多，扰
乱了正常的市场监管秩序，影响了地区营商环
境。”11月10日，淄博高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商事登记团队负责人邵文超介绍。

淄博高新区市场监管局综合业务科主任张
鹏深有体会：“前段时间，在与公安等多部门
联合排查易制毒化学品企业时，我们发现因为
注册地信息不准确等原因，辖区内有3000多家
相关企业处于‘失联’状态，为此平添了许多
工作量。”

针对这一痛点，淄博高新区对标深圳“应
用统一地址库实施商事登记监管”，在淄博市
率先开展“一房一码”改革，搭建统一房屋数

据库和应用服务平台，实行房建设码、房拆销
码，动态管理，建立起包含动态地址采集、更
新、救济、入库等环节的闭环式运行机制，打
造基于“数字地址”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信息是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因此，
建立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是第一步。此次，淄博
高新区选取汇金大厦、火炬社区、北营社区为
改革试点，整合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现有
地址资源，进行数据归集，融合成一份全面的
地址“底板”，由第三方机构联合网格员对试
点范围内所有住宅、商业用房、工业用房的产
权编号、房屋坐落、房屋性质、产权人等商用
房信息，以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行业门类、
经营范围、注册资本（金）、行业代码、住所
等工商注册信息进行采集核实。

“我们还将对缺漏地址进行补采，对注册
信息与经营信息不一致的进行问题标记。”邵
文超说，经核查确认过的地址数据，由第三方
按照统一的标准和规范，赋予每栋房屋有效期

内唯一的二维码作为“数字身份证”，生成
“一房一码”云数据库，以此确保所有商用房
信息的真实、有效和完整。

数据库的建立是基础，只有与政务应用系
统打通，实现数据的实时共享更新才能真正发
挥其应有的价值。为此，淄博高新区按照“一
库两平台”的架构，利用数据库与分布式处理
技术、模块化功能设计等最新技术，构造开放
式信息资源管理平台，使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
要，调用平台上的任意功能模块，构建符合自
己需要的“信息大厦”。

“平台所有模块可以独立升级、增添、自
行设计开发，最大限度保证灵活性。”邵文超
说。

在工商注册领域，商事主体在登记注册
时，不再由申请人自主提供法人住所地址，而
是提供法人住所的房屋二维码，通过二维码与
地址库中的地址进行验证，验证通过后准予注
册。

“对申请人与法人住所的房屋产权人不一
致的，需申请人补充提供房屋使用权的合同证
明后准予注册；对还未入库的地址，需经核实
无误并更新至地址库后方可准予注册，这样就
可以从登记源头上有效杜绝虚假地址和冒用地
址注册。”张鹏说。

在市场监管领域，市场监管部门可直接通
过应用地址库，对市场主体精准开展“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对注册地址异常、法人信
息与产权人信息不一致等情况进行现场核实，
对虚假地址和冒用地址注册的商事主体通过撤
销、注销等方式将其清退，这样即可逐步减少
异常名录企业数量，又能加强对市场主体的事
中事后监管，提高精准监管、精准服务的水
平。

此外，淄博高新区房屋地址库还将广泛应
用于水电气开户、流动人口管理、疫情防控
等，实现基于地址信息的社会各类治理要素互
关互联，构建起城市管理的“智慧大脑”。

淄博高新区实行“一房一码”给房屋上“身份证”

“数字地址”破解企业“失联”监管难题

□ 本报记者 刘磊
本报通讯员 韩瑜 范振峰

11月12日，记者带着好奇走进东辰瑞森公
司的新建厂区，准备来一场“智能之旅”，感
受一下90后职工刘坤口中的“游戏现场”———
改性车间。

进入车间后，记者发现近5000平方米的大
车间就刘坤一名职工。此时，刘坤正拿着一台
平板电脑，嘴里念念有词，一台搬运机在他的
指挥下驶向车间门口开始搬运物料。

“这机器不仅效率高，还听话得很，‘指
哪儿打哪儿’。”刘坤笑着告诉记者，其实，

他手中的平板电脑是一台AGV系统操作终
端，控制着两条生产线的所有设备。

早上一上班，按照车间给出的产量计划，
刘坤就通过平板电脑输入配方比例。待发出信
号后，系统便有条不紊地运作起来，搅拌、混
合、蒸压、切粒、装袋、码垛一气呵成。

在车间门口，刘坤指着两台液晶显示屏对
记者说：“这里不仅能显示我们所有的生产环
节和设备运转情况，还能记录数据、调动设
备。”说起这些高科技，毕业于济南大学的刘
坤头头是道。

2020年，山能淄矿集团提出打造“智慧矿
山、智慧工厂”的口号后，山能淄矿集团新升

实业公司便巧借其子公司东辰瑞森公司扩建契
机，开启了自己的“智能之旅”。目前，相关
项目已投资近500万元，建设配备了6条智能化
改性生产线。

“无论我是出差还是在家学习，只要我想
看车间情况，打开手机APP，产量、订单、库
存以及加工过程留痕都能一目了然。”东辰瑞
森公司总经理王朝进介绍，智能化系统运行
后，车间两条生产线不仅减少了7个人工，而
且生产效率还提升了20%以上，产品配方比例
更加稳定，产品质量大大提高。

刘坤在向记者介绍的过程中，平板电脑上
弹出一个对话框。“加急，加纤尼龙3吨。”

发布者显示是车间主任徐恭臣。
“等这一釜料结束，就需要更换配方生产

新产品。”刘坤说着，就在平板电脑上中输入
配方。一批新原料踏上了它们的“智能之
旅”。

“受益的不仅仅是一线职工。得益于智能
化系统，我们核算、财务的工作也事半功倍。
之前，每月盘点都需要加班加点，现在数据时
时更新，成本一目了然。”东辰瑞森公司成本
会计于爱梅说，她的电脑与智能系统主机相
连，通过级别配置，她可以时时看到用了多少
原料，加工了多少产品，发了多少货，还有多
少库存等信息。

“座谈会时，刘坤说他工作的东辰瑞森
改性车间是一个大型游戏现场，虽然不是很
贴切，但却胜在生动，能看出大家对于智能
化建设的认可。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技
术研发优势和装备优势，不断提高自动化、
智能化水平，在降成本、提效率、增效益上
下功夫。”新升实业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树新说。

从“制造”到“智造”，为提质增效赋能

走！来一场“智能之旅”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1月11

日，由淄博市人社局开发
建设的“社会保险待遇领
取资格无感认证大数据分
析平台”（以下简称为
“无感认证平台”）全面
推广使用，该平台充分比
对参保人员的出行、就
医、低保等各类共享数据
信息，分析提供参保人的
个人行为轨迹及生存状态
信任等级，对其社保待遇
领取资格进行精准分类，
开启了全市社会保险待遇
资格认证智能新模式。

“无感认证平台”涵
盖全市115万余名领取社
会保险待遇的全部人员
（重点是37万余名企业退
休人员和6万余名机关事
业单位离退休人员、60万
余名领取养老待遇的居
民、1 . 5万余名领取失业
保险待遇人员、3400余名
工伤人员），涉及养老
金、失业金的发放，工伤
职工伤残津贴、生活护理
费、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
恤金的支付等多项业务。

按照过去传统的“被
动式、静态式、集中式”
资格认证模式，待遇领取
人员需通过社区认证、手
机APP认证等方式自证生
存。据统计，全市有近32
万人通过手机APP完成认
证，另有78万人通过基层
服务组织进行认证，耗费
大量的时间精力，对部分年龄较大、行动不便的待
遇领取人来说还有不便。依托“无感认证平台”的
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工作，解决了认证群众往来奔波
的麻烦，避免了因耽误认证时间而影响待遇享受的
情况发生，“无感认证平台”认证、手机APP远程
自主认证和“社会化服务”认证相结合，实现了社
保待遇资格人员全覆盖、人员信息全覆盖，确保精
准认证。

下一步，淄博市人社部门将不断推广认证结果
应用，争取利用1年的时间，扩增来自公安、交
通、银行、教育、公积金、税务、医院等实名验证
度强的部门信息，让平台可以捕捉到全市80％以上
待遇领取人员的行为轨迹信息，让绝大多数待遇领
取人员不需认证和自证，无打扰地享受社会保险待
遇，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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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张文琼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陈家

社区的禁毒主题广场建成启用。
据了解，陈家社区禁毒主题广场以“健康人

生，绿色无毒”为主题，覆盖面广、宣传效果显
著，集观赏性、互动性、教育性为一体，是一个开
放式的户外禁毒知识宣传阵地。广场通过设置宣传
栏、12生肖卡通展板、各类禁毒标识、禁毒宣誓墙
等，向社区居民展示了禁毒历史、禁毒形势、毒品
种类、毒品危害、毒品预防等禁毒文化内容。“我
们通过建设禁毒主题广场，打通禁毒宣教‘最后一
公里’，让居民在游玩参观、健身活动的同时，了
解毒品预防知识，将这些禁毒知识耳濡目染、牢记
心中，进一步增强群众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临
淄公安禁毒大队大队长宫方文说。

临淄主题广场打通

禁毒宣教“最后一公里”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王业宏 刘一鸣 报道

本报淄博讯 爱淄博、爱张店，看变化、提建
议。即日起，淄博市张店区委宣传部联合多家媒体
共同发起“市民代表看城市变化提意见建议”暨张
店区2020年市民采访活动，现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
集30名市民加入采访团，和媒体记者一起零距离看
城市新变化，感受张店发展的蓬勃脉动。

此次活动自11月中旬至12月初，将组织3次集
中采访，采访团将分别对张店区基础教育、医疗卫
生、生态环境、社会治安、文体生活等方面的民生
实事及社会发展情况等进行实地采访。欢迎来自公
务员、教师、医生、工程师、企业负责人、工人、
村民和社区居民等各行各业的代表积极参与，与媒
体记者一起了解张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就、
新风貌、新变化。

张店区发起2020年

市民采访活动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杨永杰 报道
本报桓台讯 记者从桓台县住房保障事务中心

获悉，为做好新形势下招才引智工作，桓台县今年
承担120套高层次人才公寓建设任务。

其中，产权型人才公寓以公开招投标方式确定
由县财政一次性购买鸿嘉星城72套，项目名称观澜
甲第，项目集居住、医疗、养老、教育、休闲、娱
乐为一体，均已达到交房条件，预计年内就可以完
成报名分配工作。此外，租赁型人才公寓以单一来
源方式采购的48套公寓，建筑面积约为2609平方
米，目前正处于装修阶段，预计年内可交付使用。

桓台县120套高层次

人才公寓即将交付

□杨淑栋
报道

1 1 月 1 3
日，淄博市医
疗保障局博山
分局区医保服
务中心副主任
李栋（左），
在山头镇卫生
院向住院治疗
的贫困人员介
绍“齐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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