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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感就医！四川上线医保“刷脸支付”
6551万人激活医保码日均刷脸结算已达48万余笔

12月27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构建
全域覆盖医保服务网络，实现经办服务
更加便捷可及”新闻发布会。四川省医
疗保障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情况，并答记
者问。

上线医保刷脸支付实现无感就医

当前，四川医保部门正在大力推进
医保服务数字化转型，为参保群众提供
快捷便利的服务。

“大力推进‘网上办、掌上办’，医保
服务更加高效。”省医保局大数据处处长
衡廷芝介绍，四川先后在国家医保APP、
四川医保APP、四川医保小程序、四川政
务等平台开设线上办事大厅，参保群众
可通过办事大厅，随时随地办理参保关
系转移、异地就医备案、亲情账户等业
务。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400余万人次
使用线上服务平台办理医保业务，为群
众提供了“装在口袋里”的医保服务。

此外，全面实现“扫码付、刷脸付”，
就医购药更加便利。参保群众通过手机
申请医保码，就能完成就医购药、医保支

付，截至11月底，我省医保码累计激活
6551万人，近6亿人次使用医保码支付医
保费用。全省所有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均已实现医保码挂号、就诊、取药、取报
告、医保结算全流程应用，407家三级医
疗机构开通医保移动支付，提供了1093
万人次移动支付服务。

“同时，上线医保‘刷脸支付’，参保
群众通过人脸识别，就能办理挂号就诊、
医保结算等服务，实现了全流程无感就
医、无感结算。”衡廷芝表示，目前，全省
医疗机构已安装刷脸终端2.8万余台，日
均刷脸结算达到48万余笔。

衡廷芝补充道，四川还联合互联网
平台，开发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线上购
药功能，成都、德阳、广元等8个试点市
（州）的25家药店上线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线上购药新服务，实现“手机下单买药、
医保个账支付、即时配送到家”。

同时，四川建成了全省电子处方流
转平台，参保群众到医院就诊后，只需要
到药店“扫码”即可下载电子处方，享受
门诊统筹报销待遇。开通了“药品云平
台”“比价小程序”，参保群众可通过手机
查询医院、药店相关药品价格、位置等信

息。开通“医保钱包”，实现职工医保个
人账户余额跨省共济至近亲属，支持后
者参保缴费和就医购药。

返乡过年群众可在集中缴费期参保

聚焦群众就近办、少跑路，省医保局
推动将高频医保经办服务事项纳入镇村
便民服务平台，在全省乡镇（街道）一级
都设立了医保服务窗口。

省医保局经办指导处处长罗正奎介
绍，四川统一制定了下沉乡镇（街道）、村
（社区）办理的两张医保经办服务事项清
单。“其中下沉乡镇办理的医保服务事项
清单共18个事项。”罗正奎说，包括单位
及个人参保登记、参保信息变更、参保信
息查询、异地就医备案、医疗费用手工报
销、医疗救助手工报销等7个类别，基本
覆盖了与群众息息相关的医保事项，方
便群众就近办理，减少办事成本。

罗正奎举例说，比如，参保人张某在
省外务工期间，个人垫付了一笔医疗费
用，春节返乡期间到医保部门报销。以
往需要跑到县城医保经办服务窗口递交
申请报销的材料，现在可以到就近的乡
镇便民服务中心医保窗口递交材料，经

办人员受理并进行初审。
值得关注的是，许多在外务工人员

担心错过了参保时间影响医保待遇集中
缴费。对此，罗正奎表示，我省城乡居民
医保设置了集中缴费期。为了尽量让群
众在集中参保期内缴费参保，我省设置
的集中参保期较长。

“如2025年度集中参保期从2024年
9月1日开始，2025年2月底结束，返乡过
年的群众也能在集中缴费期参保。过了
集中参保期也可参加居民医保，但有一
定时间的待遇等待期。”罗正奎说。

具体如何参保和缴费？罗正奎提醒，
群众线下可到各地的医保经办窗口、医保
服务站点办理。线上可通过四川医保
APP、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支付
宝小程序、四川政务服务网，以及当地医
保部门公布的其他线上办理渠道办理。

此外，群众可通过多个渠道缴纳居
民医保费。其中包括四川省电子税务局
缴费、微信、支付宝、天府通办、银行代收
缴费、办税服务厅（含政务服务大厅税务
征收窗口）缴费以及社区、村组等代收点
缴费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奕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博）12月27
日，记者从成都市交通运输局获悉，《成
都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服务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将于2025年1
月19日起施行。该《实施意见》旨在完善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以下简称共享单车）
发展管理机制，更好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推动行业规范发展。此外，《实施意见》还
对成都市民长期以来关注的共享单车“停
车难”、早晚高峰“找车难”以及共享电单
车定位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针对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此次出台
的《实施意见》有五大重点内容，具体如下：

更好满足市民单车出行需求。《实施
意见》提出，针对早晚骑行高峰共享单车
供需匹配问题，成都将通过在新改建轨
道站点、公交枢纽站时，同步规划建设非

机动车停车设施，优化、增加共享单车停
放容量；在总量调控、动态平衡的原则
下，充分利用科技手段高效精准调度车
辆，特别是加强骑行需求量较大的重要
路段和重点区域的车辆管理调度，更好
满足市民需求。

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成都将加强非
机动车道、绿道等城市慢行系统建设，持
续优化自行车通行条件，打造市民通勤、
休闲、健身等应用场景。共享单车按要求
安装实体专用铭牌，运营企业运用卫星定
位、电子围栏等技术做好车辆投放和运维
管理。对于违规投放及长期滞留的共享
单车，运营企业应及时回收清理，否则管
理部门将依法采取处置措施，并纳入企业
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实施严格管理。

保障各方权益。《实施意见》要求运

营企业推行免预付金服务，公示计费标
准，提示安全使用信息，为用户购买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并建立保险理赔机制等
保障措施；同时运营企业、用户通过签订
服务协议，明确车辆取放、骑行等要求以
及双方权利义务。

明确不鼓励发展共享电单车。《实施
意见》提出，坚持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
略，“轨道+公交+慢行”的“三网融合”绿
色出行体系日趋完善，较好满足日常出
行。共享电单车与共享单车服务模式和
功能相同，属于同质化出行方式，而且共
享电单车的服务功能和方式也无法大规
模取代私人自用电动自行车。共享电单
车自重大、速度快，未成年人扫码骑行、
骑行不佩戴头盔、违规搭人、乱停乱放等
问题带来严重安全隐患和风险。经评

估，成都市共享单车100.8万辆的规模总
量已满足总体骑行需求，与共享单车同
质化的共享电单车不具必要性，故不鼓
励发展共享电单车。

完善协同共治工作机制。《实施意
见》明确要形成部门监管、企业主体、多
方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建立以区（市）
县为主体、部门协作、市区联动的共享
（电）单车长效管理机制，维护市场秩序，
整治违规投放、乱停乱放等问题；共享单
车运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管
理，提升服务质量，服务市民出行；鼓励
企业发挥行业联盟带动作用，参与制定
行业规范，推动行业自律；引导用户遵守
道路交通安全、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用车、文明骑行、有序停放，共同维
护共享单车骑行环境。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菲）12月28
日，经过7小时的连续浇筑，成都至达州
至万州高速铁路（以下简称“成达万高
铁”）全线控制性工程——遂宁涪江特大
桥主塔顺利封顶，至此，全线4座控制性
桥梁（均为斜拉桥）主塔全部完工。

涪江特大桥位于遂宁市船山区境
内，是全线“3隧4桥”重难点控制性工程
之一。大桥全长5585.4米，设计时速350
公里；主桥为双塔双索面钢混结合梁斜
拉桥，主跨长305米，跨度在同类型桥梁
中居西南第一、全国第二。

大桥主塔分别为江岸边的90号塔和
江心的91号塔，两座塔高分别为118米和
122米，相当于40层楼高。

主塔封顶意味着什么？中铁十七局
成达万高铁项目二工区总工程师单立国
介绍，对于一座斜拉桥而言，主塔相当于
人的躯干，斜拉索就像两条手臂；主塔封
顶意味着躯干立起来了，这样手臂才得
以延伸，进而把桥面“提”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遂宁涪江特大桥建
设中引入智慧工地建设系统，比如AI无
人机智能巡检系统。提前设定好线路
后，通过电脑操作，无人机可一键起飞，
巡视拍摄完成后自动返回起点；摄制的
影像资料实时传回，业主、监理、施工等
多方不用到现场，即可通过手机、电脑监
看，随时掌握现场施工情况。

成达万高铁公司遂宁指挥部指挥长
李升平介绍，成达万高铁全线共有4座特
殊结构的控制性桥梁工程，分别是资阳
沱江特大桥、遂宁涪江特大桥、南充嘉陵
江特大桥、达州渠江特大桥。遂宁涪江
特大桥主塔封顶后，标志着4座桥梁主塔
全部完工。

成达万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
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西起四
川省成都市天府站，途经四川省资阳市、遂
宁市、南充市、达州市及重庆市开州区、万
州区，接入既有郑渝高铁万州北站。正
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成达万高铁遂宁涪江特大桥主塔封顶
全线4座控制性桥梁主塔全部完工

成都出台新规：明确不鼓励发展共享电单车

成达万高铁遂宁涪江特大桥主塔封顶。 成达万高铁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