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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记者池榕 17 日上午，茂名市医疗保
障局主要领导率队上线《茂名民声热线》直播节目，
就该局上半年工作亮点、医疗保障政策法规等进行
介绍，并在节目现场解答群众的咨询提问。

上半年居民大病保险赔付2.3亿

在节目中，该局领导介绍，截至 2024 年 6 月底，我
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621.3万人，覆盖全部常住人
口，参保率排在全省前列。今年上半年，全市居民医保
基金总收入 22.9 亿元，总支出 25.43 亿元，历年累计结
余32.21亿元；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基金总收入14.94
亿元，总支出15.78亿元，历年累计结余30.18亿元。

在住院待遇方面，2024年上半年，居民医保住院报
销74.82万人次，医保支付24.25亿元，政策范围内住院
报销比例达到70.56%；职工医保住院报销7.91万人次，
医保支付 4.78 亿元，政策范围内住院报销比例达到
86.19%。普通门诊待遇方面，2024 年我市职工医保普
通门诊统筹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提高至每人每年 1960
元，2024 年上半年，报销人次 49.64 万人次，医保支付
4110.27万元；居民医保普通门诊报销343.96万人次，医
保支付8428.88万元。

我市还将 23.17 万困难群众纳入政府全额资助参
保范围。2024 年上半年，我市居民大病保险赔付
15.92 万人次，赔付金额 2.3 亿元；职工大病保险赔付
3.24 万人次，赔付金额 7636.96 万元；医疗救助结算
39.54 万人次，结算金额 1.2 亿元。

此外，该局还扎实开展日常监管，加强定点医药机
构协议管理，组织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开展自查自纠行
动，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上半年，已对全市 860家定点
医药机构进行现场检查，约谈873家，解除/暂停定点协
议84家，行政处罚17家，自查自纠、协议处理机行政处
罚金额共计3961.34万元。

如何申请缴交退休职工医保？

在节目中，有市民咨询一次性帮家人缴交退休职
工医保需要什么手续？该局领导表示，按照有关规定，
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年限未达到
我市累计缴费年限要求，且在我市有职工医保参保缴
费记录的，可选择在我市按月或一次性缴费至规定年
限后在我市享受职工医保待遇。

需要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在职转退休的，需提供退
休审批材料；女干部、女工人需同时提供退休证、养老

核定表或劳动合同等证明材料，用于判断是工人岗位
还是管理技术岗位，工人岗位按50周岁，管理岗位按55
周岁；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的女性，未曾在用人单
位参保的需年满 55周岁，曾有用人单位参保记录的按
年满 50周岁；属特殊工种、因病或非因公致残、其他政
策性提前退休的，或延迟退休的，需提供组织部门或人
社部门相关退休证明材料判断。

医保门诊统筹可异地报销吗？

就市民关心的医保门诊统筹相关问题，该局领导
回答表示，我市 2024 年职工门诊统筹额度为 1960 元。
三级医院报销比例为 50%、二级 60%、一级（含未定级）
70%、乡镇卫生院 80%，退休职工分别提高 5%。报销金
额并非为医疗总费用金额乘以报销比例，而是符合医
保基金支付范围内金额乘以报销比例。

根据我市现行政策，城乡居民参保人在基层医疗
机构就医产生的普通门诊费用，符合医保报销范围的
可以按规定进行报销，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为 200元，无
需选点。参保人异地就医，经备案后，可在就医地已开
通省内/跨省异地就医门诊联网结算的基层医疗机构
就医，按规定进行报销。

市医疗保障局上线《茂名民声热线》解答群众热点问题

上半年84家医药机构被解除或暂停定点协议

茂名晚报讯 记者宁钰燕 为进一步满足广大老
年人对智能手机使用需求，帮助老年人融入现代信
息社会，助力长者享受数字生活，营造良好的爱老
助老的社会氛围，7 月 17 日，由茂名市民政局主
办、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承办的

“关爱老年人，信息无障碍之微信语音交流宣传活
动”走进茂南区官渡街道校园社区。

在活动中，工作人员从下载微信、连接网
络、输入法选择、字体设置、音量调节等内容展
开，带领老人们熟悉智能手机的相关功能。随
后，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老人们如何在微信中发
送语音、拨打语音，与人交流。不仅如此，现场
还教学了如何将语音转换成文字，再发送出去。
不少老人家纷纷拿起手机尝试，觉得打开了“新
天地”，直呼“真不错”。针对多次学习还未能掌
握的老人，工作人员也给予足够的耐心，不断重
复教学，直到老人完全学会使用。

“智能手机对我们老人来说，还不太会用，这
次活动能让我们学会怎么操作智能手机，促进家庭
交流、方便联系朋友，非常好，希望以后继续举办
这类活动。”校园社区的居民何大爷开心地说道。
本次智能手机的教学活动，得到了社区老年居民
的热烈欢迎。活动不仅让老年人学会了日常可以
如何高效利用微信进行沟通、交流，还让他们享
受到了科技带来的便利和乐趣，体会到了与时俱
进的满足感。

情暖桑榆爱在指尖
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教学活动
走进官渡街道校园社区

茂名晚报讯 记者刘锋兰 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
宝贵的精神财富，茂名是一个具有红色历史底蕴的
地方，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昨天上午，“走进油城
墟，讲好金塘故事”——少年红色讲解员大赛决赛在
茂南白土朱氏宗祠举行，15 位小讲解员依序上场为
大家讲述了一个个感人肺腑的红色故事，展现了红色
精神在家风家教中的传承和体现。

此次大赛由共青团茂名市委员会、共青团广东石
油化工学院委员会指导，共青团茂南区委员会、共青团
金塘镇委员会主办，共青团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艺术学
院委员会、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郁金香文艺志愿实践队、
白土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爱麦有声艺术培训中心共同
承办。经个人自主报名、学校推荐、比赛组委会评审，
最终来自茂南区金塘镇白土小学、金塘镇天安小学和
茂南第一小学、茂名市愉园小学、茂名市西粤路小学、
茂名市福华小学等学校的15名学生进入决赛。

昨天上午，“走进油城墟，讲好金塘故事”——少
年红色讲解员大赛决赛在白土朱氏宗祠举行。据了
解，白土朱氏宗祠在 2022 年被命名为茂名市首批家
教家风实践基地，于2023年8月完成升级打造并正式
对外开放。朱氏宗祠内有关于朱氏来龙去脉、朱氏
古代和近现代名人以及二十四孝故事等传统文化的
介绍和展示，孝文化气息非常浓郁。自挂牌开放以
来，累计访问量约 12000 人次，活动约 200 场次，成为
群众触手可及的家教家风的“活教材”，让大家深刻
感受到好家教好家风就在身边，引领了家风教育的
新风尚。此次少年红色讲解员比赛地点选址于白土

朱氏宗祠，便旨在深化推进“百墟千村振兴计划”，将
红色故事与家风家教相结合，展现红色精神在家风家
教中的传承和体现，着重打造好茂名红色文化名片，
推动更多少先队员在家风家教的传承之下，成为茂名
红色故事的讲述者、传播者、传承者。

比赛中，15 位小讲解员以《金塘镇红色革命故
事》《赤色白土》《果园伏击战》《德仔智助冯柱朝脱险
记》《走进油城墟，让红色印记传播远方》等为题，感
情真挚地讲述了一个个真实生动、感人肺腑的红色
故事，在场人员情不自禁为他们点赞喝彩。最终，比
赛决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其中，来自茂南第一小
学的黄之恒和周乐获得了一等奖。即将上四年级的
黄之恒兴奋地告诉记者，为了参加这个比赛，他和妈
妈进行了精心准备，搜集了很多本土红色故事的资
料，在这个过程他也学会了很多，感受到了革命先烈
们英勇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一位带孩子来参加
比赛的家长表示，在比赛前后他带孩子参观了白土
朱氏宗祠，让孩子耳濡目染，接受了一次很好的孝道
教育。

近年来，金塘镇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整合地方资源，
着力打造从五联沙洲坡红色研学基地到牙象田园综
合体的“传承弘扬好家教好家风”亲子研学线路，该路
线涵盖五个研学点，包括了中共茂名县委、县人民政
府活动旧址（肇南小学）、朱也赤生平事迹陈列展、阿
朱家籺研学基地等，旨在打造茂南弘扬清廉文化、传
承优良家风的重要窗口和学习教育基地。

讲好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文化
“走进油城墟，讲好金塘故事”——少年红色讲解员大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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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手把手教老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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