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2022.1.18 星期二 编辑 吴天奇 美编 王晨同城区发布 微信：lswbwx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建立健
全全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
实施意见》，各统筹地区要结合本地区实际，细化
政策措施，确保2022年6月底前出台实施方案。
2022 年年底前，省内全部统筹地区启动实施改
革。2023年年底前，各统筹地区要开展改革实施
评估工作，进一步健全门诊共济保障机制。

将多发病、常见病的普通门诊
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

建立完善普通门诊统筹机制。在做好群众
负担较重的门诊慢性病、特殊疾病（以下统称门
诊慢特病）医疗费用保障的基础上，将多发病、
常见病的普通门诊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

围。普通门诊统筹覆盖职工医保全体参保人员
（含单建统筹人员），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不低
于50%，待遇支付可适当向退休人员倾斜。

起付标准和最高支付限额
按年度设定

对不同等级和类型的定点医疗机构设置差
异化的支付比例，适当向基层医疗机构以及传
染病、精神疾病等专科医疗机构倾斜。起付标
准和最高支付限额按年度设定，起付标准原则
上不低于 300 元，最高支付限额原则上不低于
3000元。同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
统筹，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逐步扩大由统筹基金支付的
门诊慢特病病种范围

建立健全全省统一的门诊慢特病保障机
制，明确病种范围、鉴定标准和支付范围。根
据基金承受能力，逐步扩大由统筹基金支付的
门诊慢特病病种范围，将部分治疗周期长、对
健康损害大、费用负担重的疾病门诊费用纳入
共济保障。鼓励有条件的统筹地区通过健全
门诊共济保障机制，逐步由病种保障向费用保
障过渡。

拓展职工医保门诊保障范围，支持外配处

方在定点零售药店结算和配药，将符合条件的
定点零售药店提供的用药保障服务纳入门诊保
障范围，充分发挥定点零售药店便民作用。鼓
励有条件的统筹地区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
医疗服务纳入保障范围。

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
费全部计入统筹基金

改进个人账户计入办法，用人单位缴纳的
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统筹基金。享受统账
结合待遇的在职职工（含灵活就业人员）个人账
户按照本人参保缴费基数2%计入；享受统账结
合待遇的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由统筹基金按定额
划入，划入额度为统筹地区实施改革当年基本
养老金月平均水平的2%。

调整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结构后，增加的
统筹基金主要用于门诊共济保障，提高参保人
员门诊待遇。

个人账户资金可支付配
偶、父母、子女就医发生的由个
人负担的医疗费用

规范个人账户使用范围，个人账户资金主
要用于支付参保人员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政

策范围内自付费用。可以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
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
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
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
人负担的费用。

支持各统筹地区探索个人账户用于配偶、
父母、子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
理保险等个人缴费。

个人账户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国家政
策允许的除外）、体育健身或养生保健消费等不
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支出。各统筹地
区要建立健全个人账户使用管理办法，做好收
支信息统计。

探索实施门诊病例
分组付费等方式

健全与门诊共济保障相适应的付费机制。
对普通门诊服务，在按项目付费为主的基础上，
探索实施门诊病例分组付费、点数法付费及门
诊统筹签约人头付费等方式。

对基层医疗服务，探索结合落实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付费机制，加强慢性病管理；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科学合理确定医保药品支付标准，引
导医疗机构和患者主动使用疗效确切、价格合
理的药品。依托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加强门诊
费用数据采集和分析应用，为完善门诊付费机
制奠定基础。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多发病常见病门诊费用将纳入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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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盛京古城始建于明代，并于清
代扩建。城墙四角均建有角楼。目前，惟一残
留的就是西北角楼。而这里，原址将建设博物
馆，计划在春节后向市民免费开放。除了设置
三层观展区，市民还可以登上城楼四楼，将沈阳
风光尽收眼底。

西北角楼始建于明代

不少沈阳市民或许对位于沈河区西顺城街
顺垣巷 30 号的沈阳古城西北角楼印象深刻。
它是一座高大的青砖建筑，城墙从底部向上倾
斜，墙头的弓箭垛口看起来十分威武，城墙之上
则是三层明清风格飞檐阁楼。加上高悬的串串
红灯，尽显古城华美之彩。

沈阳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李岩介绍，据
史料记载，盛京古城始建于明代，并于清代扩
建。皇太极下令将城内原来明代的“十”字大街
改建成“井”字大街，并辟有八座城门与八条大
街相衔接。城墙四角均建有角楼。同时，在四
座角楼下面都建了仙人洞，这是因为满族人信
仰萨满教的缘故。

曾有传说，当时，沈阳城墙外有护城河。西
北角楼处的护城河很宽，曾建有一座五六丈长
的石桥，叫“仙人桥”。每到春暖花开时节，岸柳
垂条，景色宜人，进出城的人走到这里，都要歇
一歇脚，看看风景。

原址建博物馆将向市民开放

西北角楼在经历了几百年沧桑后，城墙最
终消失，惟存西北角上的一段残墙。2000 年 5
月，沈阳市政府决定对西北角楼进行修复。考
古人员对残墙考古发掘时，确定清代角楼是在
明代沈阳中卫城角楼的基础上重建的，两个时
期的墙体并存。城墙的脉络摸清之后，同年 8
月1日，角楼复原工程开工，2001年6月1日，角
楼土木工程主体完工。

复建后的西北角楼，建筑占地面积 717 平
方米，城墙为 3层楼高，城墙上的角楼也是 3层
楼高，为单檐歇山式建筑。作为仿古艺术建筑，

西北角楼完美呈现了沈阳古城的原始风貌。
李岩表示，如今，沈阳古城西北角楼原址已

经进行了施工，将原址建设博物馆，向市民免费
开放。

设置三层展厅 可登四层观景

日前，记者在角楼二楼看到，这里，展览用
的展柜、射灯都已安装好。三楼墙体都刷成了
红色。

李岩告诉记者，沈阳古城西北角楼原址建
设的博物馆，在西北角楼一楼，将一楼至三楼设
置为展厅，市民还可以登上角楼四楼观景。

具体来说，在一楼，市民除了可以欣赏到保存
下来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盛京古城墙，这里还设
有盛京城遗址陈列馆观展区域。盛京城遗址陈列
馆通过盛京城遗址的展示，向市民展现沈阳从
2300年前建城至成为清代陪都这一段历史时期沈
阳的发展。二楼则计划以三个月展期为一个周
期，推出不同的主题展览，展现沈阳文化；三楼计
划设置为非遗主题的常设展。四楼观景台也将向
市民开放，城楼上观景，将西侧的沈阳风光尽收眼
底。

“沈阳古城西北角楼整体打造，是结合盛京
古城整体方案来进行的，也是希望未来人们可
以通过这里，整体了解沈阳盛京古城历史。”李
岩说。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沈阳古城西北角楼原址建博物馆
设置三层展厅 可登角楼四楼观景

沈阳古城西北角楼原址内一楼保存有一段明城墙。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2021年辽图读者年人均借阅量17.8
册，与 2020 年相比，同比增长 47.11%。
对各年龄段阅读数据分析，80后成为借
阅图书主力，借阅量最大。

辽宁省图书馆发布 2021 年度阅读
大数据，在 2021 年度借阅图书排行榜
中，《大江大河》《平凡的世界》《红楼梦》
等书籍上榜。

2021 年辽图读者总人数数据方面，
截至2021年12月31日，辽图注册读者总
量为523,896人，2021年新增读者男女比
例为男性读者占比 39.26%，女性读者占
比 60.74%。读者性别借阅量情况来看，
男读者为 278687册次，女读者为 357325
册次。从各年龄段读者借阅量情况来
看，80后成为阅读主力，借阅量排在第一
位。其中，80 后借阅量为 306812 册次；
70后为138677册次，90后为54057册次，
50 后为 44951 册次，60 后为 44904 册次，
00后为7960册次，10后为4637册次。

2021年借阅图书最多的读者是一位
姓廉的读者，全年借阅图书572册。2021
年辽图读者到馆借阅的第一本书书名为

《你好！三公主》，最后一本书书名为《去
林芝看桃花》。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省图发布2021年
阅读大数据
80后成为“阅读主力”

省图发布 2021年度阅读大数据，
《大江大河》《平凡的世界》等书上榜。

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