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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省成都市发布《关于开展新一轮长期护
理保险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纳入保障范围。

长护险作为一项社会保险制度，为失能人群提供
护理保障和经济补偿，惠及大量失能老人。2016 年启
动试点，目前已覆盖全国49个城市、1.45亿人。这项正
在稳步推进的政策，让更多失能老人能够享受有尊严、
有质量的晚年生活照护。

试点6年覆盖1.45亿人

86 岁的寇素静家住吉林省长春市，由于患有脑血
栓，生活无法自理，老人子女长期照料母亲力不从心。
老人于 2021年入住一家定点医疗照护机构，日常生活
得到照护。根据长春市长护险政策，每月 5000余元的
护理服务费用，长护险基金支付近3000元，她自己支付
2000余元。

目前，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约有4000万人。长护
险是针对失能人群推出的一项制度安排，为被保险人
在丧失日常生活能力时提供护理保障和经济补偿。类
似寇素静这样的重度失能人员，正是长护险的优先保
障对象。

2020年 9月，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印发《关于扩
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在2016年启动
首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基础上，新增 14个试点城
市（区），试点城市达49个。

“目前试点总体运行平稳。”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
司司长樊卫东介绍，试点城市明确了失能评估标准、保
障项目范围与待遇标准、支付方式、管理运行等规定，
政策框架基本搭建完成。

6年间，随着试点城市数量增加，长护险的覆盖面也
在不断扩大。在初期，多数试点普遍以职工长护险为切
入口，目前逐步扩展到城乡居民和灵活就业人员等。

以长春市为例，2016年启动试点时覆盖主城区380
万职工和居民，2021 年长护险覆盖范围已扩大至长春
市所有市县区，覆盖人口836.7万。

樊卫东介绍，长护险试点 6 年来，全国已覆盖 1.45
亿人，累计待遇享受人数约 172万人，人均报销水平约
每年1.6万元，基金支付占到个人基本护理费用负担的
70%左右。

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两类服务

在试点城市，长护险筹资主要包括按比例筹资和
定额筹资两种方式。

以长春为例，试点阶段，职工长期护理保险按比例
筹资，单位和个人缴费按同比例分担，比例各为 0.1%，
职工年人均筹资约 130元；起步阶段，城乡居民长期护
理保险缴费标准每人每年 12 元，其中个人缴费 10 元，
财政补助2元。

江苏省南通市长护险属于定额筹资，职工和居民筹
资标准均暂定为每人每年100元，其中个人缴纳每人30
元、医保统筹基金筹集每人30元、政府补助每人40元。

据了解，在试点初期，各试点地区整个筹资中医保
基金占了将近九成。试点过程中，各地在国家医保局
指导下，在待遇设置上充分考虑基金承载能力等因素，
优化调整筹资结构。如今试点地区筹资比例中，医保
基金已经降到六成左右。

记者采访发现，各试点地区长护险主要为长期失能
人员提供两种保险服务，包括基本生活照料和与基本生
活照料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随着长护险运行逐步成
熟，各试点地区也在积极调整长护险涵盖的服务项目。

上海市为长护险服务对象提供 27 项基本生活照
料，以及鼻饲、压疮伤口换药等 15项常用临床护理；长
春为首批4000余户失能家庭提供上门生活照料和相关
医疗护理服务，内容包括 10项家庭自行护理较难开展
的生活照料项目和8项需求度较高的医疗护理项目。

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长护险试点为护理机构
提供了政策和资金支持，推动了一二级医疗机构转型
发展养护养老服务，优化了现有医疗资源配置。

樊卫东介绍，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全国为长护
险提供服务的机构新增了近5000家。试点起步阶段从
业人员不到8万人，现在直接提供长护服务的从业人员
已接近30万。

进一步统一评估标准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试点。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长护险试点工作

成效明显，但在多渠道筹资机制、评估标准落地、服务
有效供给等方面仍待优化。

全国大部分试点城市建立了单位、个人、医保基金、
财政等多渠道筹资机制，但医保基金仍被过多倚重，且
筹资水平地区间差异明显，国家层面需进一步规范。

长护险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是长护险待遇享受和基
金支付的重要依据。但许多地方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评
定内容简单、形式单一，分级临界点易产生争议，如何
确保失能评估的公正和客观成为当务之急。国家医保
局、民政部于2021年8月印发《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
标准（试行）》，2022年1月印发配套操作指南，为推动建
立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标准，为统一护
理等级评定、服务质量评价等标准打好基础。

解决失能老人照护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既需
要充分发挥基金战略购买作用，同时也需要市场能够
提供专业、优质的照护服务，让失能老人能够享受有尊
严、有质量的晚年生活照护。

专家建议，应当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保
险服务项目清单和指导目录、长期护理保险服务质量
评价标准，明确并规范服务项目的内容与标准。同时，
鼓励试点地区将城乡居民纳入长护险保障范围，并借
助第三方监管机构的力量，加强对险金使用、服务质量
等进行有效评估。

（记者彭韵佳、赵丹丹、陈弘毅、龚雯）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新华社上海7月21日电（记者郭敬丹、吴振
东）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21
日表决通过《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做好当前促进就业工作的决定》，明确全社
会应当共同维护公平就业环境，任何用人单位不得
因劳动者患传染性疾病而解除其劳动合同，在招用
人员时不得以曾患传染性疾病为由拒绝录用，法
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决定即日起施行。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上海市就业工作

面临严峻挑战。“为此，有必要制定促进就业相关
法律性问题决定，更好地动员社会各方共同做好
当前稳就业工作。”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
阎锐说。

决定共12条，进一步明确政府、社会组织、企
业等社会各方在当前稳经济、稳市场主体、促进就
业工作中的责任。例如，国有企业应当发挥在吸纳
就业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充分挖掘和新增就业岗
位；上海的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充分发

挥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扶持和鼓
励中小微企业拓展经营、增加就业岗位。银行业
金融机构、融资担保机构应当加大对中小微企业
融资扶持力度，同时，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功
能作用。支持浦东新区在稳定和扩大就业方面
创新探索。

根据决定，援企稳岗纾困政策期限届满
后，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和上海市实际，市、区人
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相应的扶持措施，
支持各类市场主体稳岗促就业。

决定要求，探索建立因疫情不可抗力因素造
成失信的豁免制度。明确上海的市、区人民政府
应当强化对下一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促进就业
工作成效的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年度绩效考
核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要求市、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
加强对落实主要就业指标和政策措施情况的专项
监督和检查，重点督导法规政策落地、重点群体就
业、资金保障落实等。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记者张辛欣）记者21日从工信部
获悉，针对一些用户反映的名下电话号码关联互联网账号查询
难、解绑难等问题，工信部升级开发了“一证通查 2.0”服务。用
户凭借手机号码和身份证号码后六位，便可查询本人名下手机
号码关联的互联网账号数量。该服务目前支持腾讯、阿里巴
巴、百度、快手、抖音、京东、美团等企业的互联网账号查询，后
续将接入更多互联网企业。

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部分用户反映名
下的手机号码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注册了互联网账号，由于
缺乏统一便捷的查询电话号码关联互联网账号的有效途径，给广
大群众维护切身利益造成不便。在前期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
查”服务基础上，工信部升级开发了“一证通查2.0”服务。

这位负责人介绍，“一证通查2.0”服务主要有三个特点。一
是保护用户隐私，最小化采集用户个人信息，并在查询页面中进
行脱敏显示，在反馈的查询结果中也仅包含关联互联网账号数
量。二是覆盖主流应用，三是查询方式便捷，用户在使用“一证通
查2.0”服务时，可通过工信部政务微信号“工信微报”和“工信部
反诈专班”“中国信通院”微信公众号等多种途径进行查询。

工信部推出“一证通查2.0”服务
手机号码关联互联网账号可查询

上海明确不得以曾患传染性疾病为由拒绝录用员工

49个城市试点长护险
保障更多失能老人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