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

1月 18日，记者从全市医疗保障工
作 会 议 上 获 悉 ，2023 年 全 市 共 有
3142.43 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率达 97.8%，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
费用基金支付比例分别达到85%左右、
70%以上。

孕产妇产前检查费补助限额自
2024年起提高至300元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不断完善多层
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群众获得感。

2023年，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
保障覆盖了所有参保群体，356万余参
保患者纳入保障范围，政策范围内支付
比例达到76.76%，减轻患者负担8.18亿
元。

孕产妇、老年人等群体也有受益。据
介绍，孕产妇产前检查费补助限额自
2024年起提高至300元，住院顺产分娩定
额补助提高至600元。

此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也已覆
盖全市所有区县，我市还与成都市率先在
全国实现跨省评估结论互认，享受待遇人
员近2.7万人。

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门诊特殊
疾病病种将逐步统一

如何减轻大病患者的医疗费用负
担？据介绍，去年，我市健全防范化解因
病返贫致贫长效机制，全年共救助582.78
万人次、资金支出12.17亿元。低收入人
口及稳定脱贫人口动态参保率均达到
100%，全年资助参保237.8万人，资助金
额4.5亿元。

重庆今年将持续巩固拓展医保脱贫
攻坚成果。比如继续对稳定脱贫人口参

加2024年城乡居民医保实行资助参保，
对刚性支出困难家庭重病患者进行医疗
救助，探索建立支持慈善等社会力量参与
救助的帮扶机制。

据透露，今年我市将推进门诊特殊疾
病管理政策调整，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门
诊特殊疾病病种将逐步统一。

今年重庆还将落地第九批国家组织
药品集采、人工晶体及运动医学类耗材集
采等新批次中选结果，进一步减轻群众医
药负担。

各区县开展住院服务的二级以上
医疗机构纳入DRG实际付费

作为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措施之
一，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RG）已在
我市实施，目前，有21家符合条件的医疗
机构已开展实际付费，覆盖13个区县，病
种覆盖达93.68%，医保基金支出占比达
54%左右，医疗机构次均费用下降5.1%、

平均住院日下降12%。
“DRG是用于衡量医疗服务质量效

率以及进行医保支付的一个重要工具。”
市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实质上它是
一种病例组合分类方案，即根据年龄、疾
病诊断、合并症、并发症、治疗方式、病症
严重程度及转归和资源消耗等因素，将
患者分入若干诊断组进行管理的体系，
再以此为基础进行支付。

按照《DRG/DIP支付方式改革三年
行动计划》，今年我市将把符合条件的市
级协议医疗机构和各区县开展住院服务
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纳入实际付费。到
2025年，DRG支付方式将涵盖所有符合
条件的开展住院服务的医疗机构，实现病
种、医保基金全覆盖。

另据了解，为守好医保基金“救命
钱”，2023年，全市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
构24778家，其中，暂停医保服务604家，
解除定点协议43家，移交司法机关15家，
行政处罚 1450 家；追回医保基金本金

2.92亿元，处违约金1.29亿元，行政罚款
9568.3万元。

“渝药易购”医保电子处方流转
应用已上线

怎样提高医保服务便民性？市医保
局党组书记、局长邓莉介绍，我市实现了
市级、41个区县级、1031个乡镇（街道）
和 11228 个村（社区）全覆盖，并打造

“15分钟医保服务圈”，将12882名专兼
职人员纳入“一本账”管理，实现“村村
通”；与定点医药机构、银行网点、商保公
司、企业园区合作建成180 个医保服务
站、13个“成渝双城医保服务站”，实现

“身边办”。
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方面，全面取消

市内异地就医、川渝地区跨省就医备案，
去年，川渝两地直接结算530.41万人次，
医疗总费用41.94亿元。将符合条件的定
点医药机构全部接入国家跨省异地就医
结算平台，目前，住院费用直接结算率达
88%。

在“智慧医保”重大应用建设方面，形
成医药价格智治、按疾病分组付费、渝药
易购和基金监管在线4个场景“点”上能
力。其中，“渝药易购”医保电子处方流转
应用已上线运行，2423家定点医疗机构、
12083家定点零售药店已接入平台，全面
覆盖我市所有区县，已流转处方1.5万张，
医保结算120余万元。

此外，持续推进“三电子两支付”便民
应用，全市共有169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
医保移动支付；医疗费用手工报销线上申
请功能落地应用等。

“今年，我们将迭代升级已落地实施
的‘渝药易购’医保电子处方流转、智慧
云购药场景应用，”邓莉表示，届时，将全
面建成上线运行“病组付费”“医药智价”

“监管在线”子场景，提升医保管理和治
理效能。

2023年全市3142.43万人参保，参保率达97.8%——

重庆将加快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重庆新闻 4CHONGQING DAILY

2024年 1月 19日 星期五
编辑 王濛昀 美编 郑典

文旅副刊部：63907236 理论评论部：63907228（传真） 视觉影像部：63907227 要闻编辑部、本地新闻编辑部：63907179（传真）/63907186 融媒体编辑部：63907117 全媒体营销中心：63907707 63907714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光红）记者1月18日从人民银行重庆市
分行获悉，截至2023年末，全市本外币各
项贷款余额达 56730.2 亿元，同比增长
9.8%，增速比上年末高3.1个百分点。其
中，2023年全年增加5053.8亿元。

据悉，重庆贷款余额增速较快，主要得
益于5个方面：企事业单位贷款稳步增长，

中长期贷款增长较快；工业、服务业和基础
设施中长期贷款保持较高增速；普惠金融各
领域贷款增长较快；贷款支持科技型企业力
度较大；住户消费贷款高速增长，经营性贷
款保持较快增速。

例如，从工业贷款来看，2023年末，
重庆市本外币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达
3583.6亿元，同比增长17.6%，增速比上

年末高4.2个百分点。其中，2023年全年
增加540.5亿元，同比多增175.7亿元。

从服务业贷款来看，2023年末，重庆
市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达
5250.3亿元，同比增长14.7%，增速比上
年末高1.4个百分点。其中，2023年全年
增加669.4亿元，同比多增121.5亿元。

从基础设施贷款来看，2023年末，重

庆市本外币基础设施中长期贷款余额达
11976.5亿元，同比增长11.8%，增速比上
年末高0.6个百分点。其中，2023年全年
增加1263.8亿元，同比多增182.9亿元。

此外，数据还显示，2023年末，重庆
市本外币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达34131.4
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2023年全年
增加3393.9亿元。

截至2023年末重庆贷款余额超5.67万亿元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这个公园很方便，各种设施
一应俱全。”沙坪坝区陈家桥街道
居民涂鹏对新投用的陈家桥体育
公园赞不绝口。1月18日，陈家
桥体育公园正式开园，同时投用
的还有3座标准网球场、2座篮球
场、9座羽毛球场。

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惠
及周边群众20万人，这座集运动
馆、公园、商业配套于一体的社区
体育公园，建设只用了一年时间，
与同类型项目比堪称高效。

记者了解到，体育公园高效
建成得益于BOT（建设-运营-
移交）模式——政府零投资，企业
可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建设运
营实现盈利，实现市民、企业、政
府三方受益。这也是沙坪区首个
采用BOT模式建设的体育公园，
是该区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建
设的探索尝试。

为高效建成项目，
弃PPP采用BOT

“2022年 7月，规划建设陈
家桥体育公园时，我们考虑过
PPP模式，两相权衡还是BOT模
式更适合。”沙坪坝区发改委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PPP模式是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但从沙
坪坝区乃至全市的一些公共建
设项目建设来看，PPP模式存在
一些潜在的风险。例如，政府与
企业的投资比例谈不拢，或者其
中一方投资进度跟不上，都容易
导致项目失败。

2022年10月通过招投标程
序，确定由重庆星盛体育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投资1600万元建设
陈家桥体育公园。

“这家中标企业的1600万元
投资，全部源于企业的自有现金
流，没有贷款，这是工程建设高效
可持续的重要保证。”时任陈家桥
街道社区事务服务中心主任，也
是该公园项目负责人的谭勇告诉
记者，他们考察重庆星盛体育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发现，企业现金
流充足，也拥有体育公园建设、运
营的经验。“加上企业中标后马不
停蹄推进项目建设，这才有了这
座一年时间就建好的体育公园。”
他解释说。

政府积极引导，从
三方面给予投资者信心

“从运营的角度来说，企业肯

定比街道更专业，但面对高达
1600万元的投资，这家公司一
开始也有点信心不足。”谭勇称，
政府为此从3个方面提振投资
者信心。

“首先是政策信心，规划的
土地性质是公园绿化用地，通
过相关的政策支持，我们从重
庆市土地储备整治中心零成本
获得地块使用权，降低了企业
的成本。”谭勇介绍说，其次是
市场信心，公园附近有新建的
居民区、高校、中小学，体育锻
炼的需求大。

“第三就是盈利信心。”谭勇
介绍说，在招商引资之前，我们
邀请专业的第三方公司做过评
估，该公园运营得当将是一个赚
钱的项目，预计16年内可以收回
成本。

“这16年内企业挣了钱街道
一分钱不要，当企业收回成本、盈
利达到一定规模时，街道才从中
抽取部分利润。”谭勇表示，根据
约定，建设运营公司将在28.5年
后，将体育公园完整地移交给陈
家桥街道。

同时进行生态修复，
全面改善周边环境

行走在精心打造的公园步道
上，一旁的龙凤河河水清澈，有时
候还能看到水鸟嬉戏。

“这里原来是一块废弃的
荒地，很多居民在这里种菜，旁
边的龙凤河污染严重，河水又脏
又臭，我们都绕道走。”在附近居
住了十几年的王青川深有感
触，眼前的变化也让他有点不
敢相信。

“公园建设与龙凤河水环境
治理项目‘无缝衔接’，形成龙凤
河沿河景观带。”陈家桥街道规
建环保办公室主任陈渝告诉记
者，去年以来，基泥整治、新建
湿地、构建生态缓冲带等措施
恢复了龙凤河生态功能，改善
了龙凤河水质。同时，为了保
障龙凤河水环境治理项目落实，
提升陈家桥体育公园整体环境，
陈家桥街道新建、改造雨污管网
约25公里，清理河道漂浮物约
38吨。

此外，陈家桥体育公园还通
过对场地内荒草、建筑垃圾清理，
实现了现状地形梳理调整，缓坡
草坪栽植自然式花境植物，将来
会呈现四季有花、季相变化的公
园景观效果。

陈家桥体育公园开园，惠及20万人，获市民点赞——

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建设
市民企业政府三方受益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佘振芳）记者1月18日从市国资委获悉，
2023年全年市属重点国有企业研发经费
投入达到58.3亿元，同比增长32.6%，创
历年最高，8家企业入选国务院国资委“科
改企业”。

在促进国企改革创新的顶层制度设
计上，2023年，重庆出台《市属国有企业

科 技 创 新 能 力 提 升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3—2025年）》，确定未来三年国企
科技创新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
措施，并印发《2023年度市属国有企业
科技创新工作要点》，从“提升自主创新
能力”“推动数字国企建设”等5个重点
方面抓好年度科技创新工作。

在创新资金安排上，2023年，市国
资委安排 1.92 亿元创新专项资金，聚
焦支持“专精特新”“链主”“科改”和上
市后备等企业的17个重大创新项目。

在创新技术供给上，重庆推动国企依
托高能级创新平台，按照“改造升级传统
产业”“巩固提升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

兴产业”和“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四类清
单，加强原创性、颠覆性核心技术攻关。
2023年新增国家级创新平台3个，同比增
长11.5%。

同时，为推动国企数字化转型，2023
年，重庆实施了“产业数字化标杆、数字产
业化培育、数字化管控提升”三大工程，全
年新增创新示范工厂2个、5G全链接工厂
3个、智能工厂3个、数字化车间11个。

种种举措促进下，2023年，重庆新增
科技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57户，市级

“专精特新”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37户，拥有全市主要产业链“链
长”企业7户。一大批国企取得重大技术

突破，甚至成为全国标杆。
例如，机电集团“航天用大排量高

压无油润滑压缩机关键技术”成功打破
国外垄断，化医集团“合成氨驰放气深
冷技术”实现进口替代，中国四联集团
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开展5G无线
压力变送器技术攻关，产品已成功接入
中韩石化DCS系统。

重庆水泵厂被国务院国资委评为
“标杆”，企业“科技人员的职业序列最
高职级和待遇水平可以等同或高于企
业高级管理人员”等激励措施被国务院
国资委纳入正式文件，成为全国国资国
企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样板示范。

2023年市属重点国企研发经费投入达58.3亿元
同比增长32.6%，创历年最高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
报记者 黄光红）1月18日，记者
从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获悉，近
日，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创新铁路
运输单据融资新模式，实现全国
首笔铁路提单质押融资业务在渝
落地。

据介绍，重庆某公司从事进
口贸易，采购货物需向境外出口
商全额支付货款。日前，因境内
销售回款面临4—6个月账期，该
公司产生了融资需求。为此，中
信银行重庆分行与中外运物流有
限公司合作，以铁路提单质押融
资的方式，向该企业提供授信
3000万元。目前，已实现放款
110万元。

据悉，在现行法律框架下，
铁路运输单据的物权属性一直
未明确界定。受此影响，此前，
利用此类单据直接办理质押融
资尚未能实现有效突破。针对

这种情况，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借
鉴海运提单融资模式及相关法
律法规，制定铁路运输项下贸易
融资业务管理办法，通过依托企
业与物流公司签署的运输合同
条款或铁路运输单据背面条款
来约定各方对铁路提单作为唯
一提货凭证的认可，提单持有人
凭提单正本向运输公司提取货
物或主张权利。

在此基础上，中信银行重庆
分行与客户签订权利质押合同，
将运输公司签发的铁路提单全
套正本入押品系统办妥质押，并
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
融资统一登记系统办理登记公
示。同时，在企业铁路运输或铁
路联运贸易基础上，以加强铁路
物流、报关等方面大数据分析以
及锁定下游销售回款、进口商还
款赎单等为风控手段，支持实现
放款。

全国首笔铁路提单质押
融资业务在渝落地

聚焦“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系列报道

1月16日，两江新区龙盛新城的赣
锋新型锂电池科技产业园，机器手臂正
在电池PACK生产线忙碌。

据悉，该项目固定投资超过 50 亿
元，将于今年逐步投产，达产后6年内年
产值约 220 亿元，有望成为国内最大的
固态电池生产基地，推动重庆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大型固态电池生产基地
助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1月18日，市民们在陈家桥体育公园室内羽毛球场锻炼。
记者 张春晓 摄/视觉重庆

■川渝两地直接结算530.41万人次，医疗总费用41.94亿元

■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覆盖所有参保人群
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达76.76%
减轻患者负担8.18亿元

■健全防范化解因病返贫致贫长效机制
全年共救助582.78万人次，资金支出12.17亿元

■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24778家
其中，暂停医保服务604家
追回医保基金本金2.9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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