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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邵启文

委员建议：扩大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构建广东多层次护理保障体系

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振天，通讯员樊茜瑜、
廖旭娟报道：据广州地铁预计，中秋假期地铁
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假期前一天（18 日），线网
客流或超 970 万人次。为满足市民节日期间
乘车需求，18日、21日地铁全线网均延长运营
时间1小时。

记者了解到，18日地铁线网有 11 条线路
将提前进入晚高峰，包括一、二、三、三北、四、
五、六、七、八、二十一号线及广佛线。此外，十
四号线将取消 12时至 20时 30 分期间的所有
快车，改开普通车，以提升晚高峰运力。节日
期间（19 日-21 日），地铁将在日常周六日运力
安排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上线列车，同时各线路
均在车辆段或正线安排1至 3列备用车，视客
流情况随时组织上线疏导客流。

广州地铁提醒，中秋假期前一天，除多条线
路晚高峰将提前来临外，预计客运枢纽站（如广
州南站、广州火车站、广州东站、天河客运站)、
大客流换乘站（如嘉禾望岗、燕塘等），及邻近景
点、商业区的站点（如广州塔、体育西路、珠江新
城、客村等）客流也将有所增长。部分站点将结
合现场实际情况采取客流疏导措施，请市民乘
客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
楠、郭思琦，实习生黄梓莹，
通讯员粤交警报道：15日上
午，广东省道安办召开2021
年中秋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
全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省
内中秋国庆交通出行研判及
有关工作措施。

根据近期国内疫情防
控最新情况，疾控部门发出

“非必要不出省”紧急提醒。
中秋假期不实施7座及

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
策，国庆假期继续实施 7 座
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政策，免费时间从 2021 年
10 月 1 日 0 时开始，至 7 日
24时结束。

据广东交警部门预计，
今年中秋节期间，广东省高
速公路日均车流约714万车
次，较2020中秋国庆8天长
假，日均增长约8%；国庆节

期间，广东省高速公路日均
车流约730万车次，较 2020
中秋国庆 8 天长假，日均增
长约 10%。预计 9 月 18 日
至22日、9月30日至10月8
日广东省高速公路车流都
将持续高位运行，全省公路
收费站、服务区、互通立交、
桥梁隧道等重要点段车流
将有所增加，出现较明显的
缓行现象。广东交警建议
有省内短途旅游计划的市
民理性出行。

据预计，中秋假期前一
天（18 日）下午开始，部分车
主会选择提前出行，广州、深
圳等中心城市的出城车流增
多；假期头两天（19 日 -20
日）出行出游车流将继续上
升，分布相对均衡；21 日或
迎来返程车流小高峰，各主
干道以及广州、深圳进城方
向车流较为聚集；节后第一

天（22 日），路网仍有一定压
力，可能出现延后返程车流。

国庆假期期间，较多车
主会避开首日高峰，预计国
庆节前一天（9 月 30 日）下
午，以广州、深圳等城市为
中心的出城车流开始出现，

10月 1日是出行最高峰，10
月 2 日至 3 日，车流将有所
回落，预计 10 月 4-5 日，新
一波的短途出行车流有可
能出现，假期后期（6-7 日）
中心城市进城方向、省际省
内主干道将出现返程高峰。

从2016年开始试
点到2020年扩大试点
范围，长期护理保险作
为一个新的社会保险险
种，已经为部分老年人
带来了保障和福利。但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
加深，目前有限的长期
护理试点已经没法满足
日益增长的照护需求。

省政协委员陈业雄
在今年省两会期间提案
建议广东扩大长期护理
保险试点。省医保局答
复表示，扩大试点范围
的事权不在广东，接下
来将指导广州市完善长
期护理保险政策，逐步
扩大保障范围和提高待
遇水平，加强长期护理
服务体系建设。

省医保局：逐步扩大保障范围 提高待遇水平
问题

长护险试点覆盖范围有限
无法满足老年人照护需求

2016 年 6月，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布
《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试点的指导意见》（人社
厅发〔2016〕80 号），确定在
承德等 15 个城市和吉林、
山东 2 个重点联系省份开
展 试 点 。 2020 年 9 月 16
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
布《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在保留原
有试点的基础上拟新增 14
个试点城市。至此，全国除
宁夏、青海、西藏、海南外，
其他各省（区、市）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均将有城市进
行长期护理保险 (以下简称
长护险)试点。

陈业雄表示，当前的长
护险试点覆盖区域、覆盖人
群有限，已经无法满足老年
人日益增长的照护需求。

截至 2019 年底，15 个
试点城市和2个重点联系省
份的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
数约 9000 多万人，仅占总
人口的 6%，广大农村地区
基本空白；累计享受待遇人
数 110 万人，占全部失能人
口的比例不到3%；此外，由
于筹资来源等因素的考虑，
目前 15 个长护险试点中有
一半的试点地区仅覆盖城
镇职工，城乡居民无法享受
长护险待遇。以广东为例，
广州长护险试点仅覆盖803
万城镇职工，未覆盖全市

500 万城乡居民，覆盖人数
仅占全省参保人数（1.078 亿
人）的7.4%。

“医保、民政、残联、卫
健、扶贫等部门的各类涉
老、助残、扶贫等社会保障
制度功能缺乏衔接、条块分
割，未能有效整合。”陈业雄
说，目前长护险的制度设
计、资金筹集局限于医保部
门，未能将现有的养老服务
补贴、高龄补贴、老年残疾
人补贴、特困供养人员补
助、失独家庭老人补助等财
政投入的各类补贴、津贴与
长护险进行有效整合，未能
发挥长护险制度平台优势，
实现集约财政资源、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的目的。

为了让更多的老年人
能享受到保险的福利，陈业
雄建议逐步扩大试点地区、
参保对象、保障范围。

他提出，《意见》明 确
“有条件的地方可随试点
探索深入……逐步扩大参
保对象范围，调整保障范
围”。建议广州长护险试
点扩大覆盖人群、提高待
遇水平，将居民中的高龄
老人、重度残疾人、特困供
养人员、失独家庭老年人
等重点人群逐步纳入长护

险保障范围。另外，建议
向国家医保局申请在广东
扩大试点地区，将东莞、佛
山等有条件的地市纳入试
点范畴。

他建议可以循序渐进
地推进试点扩大工作，比
如在非试点地区以重点人
群为切入点，推广、整合重
点人群长护保险。如针对
特困供养人员、贫困重度
残疾人、高龄重度失能老
人等重点人群，建立重点
人群长护保险，以提高财

政资金利用效率和项目承
办效率，助力构建多层次
护理保障体系。

陈业雄还建议引入商
业保险机构参与长护险经
办服务，政府通过公开招标
购买服务，积极引入具有全
国性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
支持商业保险机构积极参
与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
服务中心，承担、参与受理
居家失能人员的评定、费用
审核、结算支付、稽核调查
等经办服务。

建议
逐步扩大参保对象范围
建立重点人群长护保险

答复

答复表示，广州市正式启动
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以来，积极引
入商业保险公司开展长期护理
保险试点经办工作，承担长护定
点机构和护理人员监督稽核、护
理服务现场评估、鉴定评估结果
监 督 核 查 等 。 截 至 2020 年 末 ，
承办的四家保险公司共建立长
护险服务队伍近 200 人，累计完
成 评 估 申 请 人 员 鉴 定 3.1 万 人

次，对定点机构开展监督稽核
18 万余次，查出长护定点机构
和待遇享受人涉嫌违规金额近
50 万元。

通过明确与基本医保、医疗
救助、长期护理保险等制度之间
的政策衔接，接入“广州市为老
服务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实现
保险机构和养老定点服务机构
的直接结算。2019 年至今，广州

市累计超过 5000 名 80 岁以上老
人享受高龄照护险待遇，拨付照
护金共约 2000 万元，有效提升老
年人幸福感获得感。

针 对 委 员 的 建 议 ，答 复 表
示，将鼓励发展包括商业性长期
护理保险产品在内的多种老年
护理保险产品，为参保人提供个
性化长期照护服务，满足老年人
不同层次照护服务需求。

在答复中，省医保局首先介
绍了广州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
点的情况。

作为全国首批、省内唯一的
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广州市
于 2017 年 8 月印发《广州市长期
护理保险试行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并正式启动实施，通过
直接从医保基金中筹资，向符合
条件的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
照料和医疗护理等保障。截至
2021 年 3 月底，广州市长期护理
保险覆盖 846 万城镇职工医保参
保人和 264 万城乡居民医保参保
人 ，累 计 共 有 2.85 万 人 享 受 待
遇，基金支付 8.46 亿元，人均每

月支付约 2800 元，符合规定的长
期护理费用基金支付率为 84%。

在扩大长期护理保险的覆
盖范围和享受范围上，广东也积极
响应国家医保局要求，进行了一些
探索和尝试。广州市结合试点实
际，修订完善《办法》及其配套文
件，于2021年1月起正式实施。

新修订的《办法》扩大覆盖
人 群 范 围 ，实 现 对 全 体 职 工 医
保、18 岁以上居民医保参保人员
应保尽保，延伸享受人员范围，
由重度失能人员扩增至全体有
护理需求的失能人员。提升长
护 待 遇 水 平 ，增 设 设 备 使 用 待
遇，增加部分生活照料和医疗护

理项目，新增医疗护理材料费纳
入支付，满足失能人员多元化护
理需求。

答复表示，对于委员提出“逐
步扩大试点地区”“在非试点地区
以重点人群为切入点，推广、整合
重点人群长护保险”等建议，根据
国家部委相关文件要求，未经国
家医保局和财政部同意，各地不
得自行扩大试点范围。

答复表示，对于委员提出的
“逐步扩大参保对象、保障范围”
等建议将充分吸纳，指导广州市
完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逐步扩
大保障范围和提高待遇水平，加
强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

1、逐步扩大保障范围和提高待遇水平

对于委员关心的老年人福
利津贴，答复表示，广东已经逐
步建立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
老年人补贴制度，全省享受补贴
人数超过 20 万人。全省 21 个地
级以上市均建立普惠型 80 岁以
上高龄老人津贴制度，其中，广
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肇庆
市惠及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全省
领取津贴人数超过 270 万人，成
为全国高龄补（津）贴制度覆盖
面最广、受益老年人数最多的省
份之一。

广东一直在努力构建“物质
救助+服务救助”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广东模式。2018 年 8 月，印
发《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加强特困
供养人员护理工作的通知》，在
全国率先部署开展特困人员照
料护理工作。截至 2021 年 3 月
底，全省全自理、半自理、全护理
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月人均
分别达到 34 元、509 元、981 元，
确保特困人员平日有人照应、生
病有人看护。

大力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

服务融合发展，广州 、深圳 、东
莞、江门列入国家医养结合试点
城市。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广
东共有医养结合机构 310 家，其
中，养老机构设立医疗卫生机构
的有 194 家，养老机构由其他医
疗卫生机构提供嵌入式医疗卫
生服务的有 31 家，医疗卫生机构
开展养老服务的有 85 家。

答复表示，未来，广东将进一
步落实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
人补贴制度和高龄老人津贴制度，
逐步提高补贴标准。

2、构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广东模式

3、鼓励发展多种老年护理保险产品

双节期间这些地方最易堵

（一）预计繁忙路段：
珠 三 角 ：北 环 高 速 沙

贝立交，机荷东高速华南
城段，常虎高速大有园互
通，广珠东高速横沥桥段，
佛开高速共和互通等

粤东：深汕西高速鲘门
隧道等

粤 西 ：云 梧 高 速 双 凤
互通等

粤 北 ：清 西 大 桥 清 新
互通等

（二）繁忙收费站：
北 二 环 高 速 石 湖 站 ，

梅观高速观澜站，广深沿
江高速虎门站，江珠高速
斗门站，广惠东延线高速
巽寮湾站等

（三）繁忙服务区：
博 深 高 速 谢 岗 服 务

区，开阳高速梁金山服务
区，大广高速新丰服务区，
清连高速清新服务区，深
岑高速新城服务区等

预计拥堵路段、繁忙收费站和服务区

广州地铁18日及21日
将延长1小时收车

圈圈生活

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燕红、通
讯员粤疾控报道：9月15日夜晚，
广东省疾控中心发布重要提醒：当
前广东省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总体
平稳，但国际国内输入风险持续存
在。中秋、国庆假期人员流动大，
疫情传播风险进一步增大，市民要
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不到中
高风险地区、非必要不出境，减少
人员聚集、做好个人防护。

为做好广东省中秋、国庆期
间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市民的身
体健康，如果您要出行，广东疾
控给出以下建议——

出行前做好准备

出行前，到政府相关疫情网
站提前了解目的地病例报告及
中高风险地区情况，随时了解疫
情及防控信息，注意查询目的地

相关防疫政策。
提前做好出行攻略，科学规

划出行。提前了解景区景点情
况，尽量选择通风良好的景区景
点。提前网上预约，避开景区景
点的高峰时段，错峰出行。

出行前，备足出行期间所需的
口罩、清洗剂、纸巾等用品，还可以
适当备一些免洗手消毒液，在没有
洗手设备时可以用于清洁双手。

出行中做好防护

全程做好个人防护。在搭乘
火车、高铁、飞机、长途大巴等公
共交通工具期间建议全程佩戴口
罩，并且尽量减少在途中摘下口
罩的频次和时间；在密闭场所、人
流比较拥挤、与他人近距离接触
和交谈的时候，建议正确佩戴口
罩；尽量与他人保持1米以上的距

离。在咳嗽和打喷嚏的时候注意
礼仪，用纸巾和曲肘来作遮挡。

错峰入景区景点，尽量不去
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
配合景区景点等公共场所的测
温、健康码查验，主动扫码；在景
区景点不要随地吐痰、扔垃圾，
使用过的口罩要绑好或用垃圾
袋装好扔进垃圾桶。

建议选择卫生状况较好、通
风设施比较完善的宾馆和酒
店。入住后建议经常地开窗通
风透气，进出酒店尽量避免用手
直接触摸楼梯扶手、栏杆、电梯
按钮等公共区域物体表面，从公
共场所回到酒店之后，第一件事
是彻底清洗双手；使用马桶时要
注重卫生，先将马桶板盖上才冲
水，以免散播病毒。

注意在旅途期间的饮食卫
生。旅行期间建议优先选择分

餐制和自助餐，与其他用餐旅客
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吃未烧熟
煮透的食物、未经消毒的奶、生
的蔬菜，不喝生水，拒绝食用野
生动物和其他非正规途径购买
的食物。

减少不必要的聚会。不宜
举办或参加人员较多的聚餐聚
会，避免在密闭空间聚会，活动
尽可能简短并注意开窗通风。
参加活动的人员要做好个人防
护，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聚餐
建议使用公勺公筷，减少交叉感
染，杜绝带病聚餐聚会。

提倡非现金支付。出行建
议尽量使用移动在线支付或者
是扫码支付，尽量减少现金支
付。建议尽量保存购物的小票、
景点的门票、乘坐交通工具的相
关记录等，万一发生疫情，有助
于第一时间确定是否与涉疫场

所、涉疫的人员有关，有利于快
速做好防控的工作。

返程后做好健康监测

返程后做好 14天自我健康
监测。外出归来后，应密切关注
自身及家人的身体状况，如出现
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
减退或丧失等不适症状立即就
近就诊，就医途中全程佩戴口
罩，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密切留意疫情走势。返回后
若您发现近 14天到过中高风险
地区以及有本土疫情报告的城
市、与阳性人员同乘交通工具或
活动轨迹有交集请主动向社区报
备，并配合做好疫情防控措施。

同时，为了您和家人的健
康，倡导您从外省返程后主动进
行一次核酸检测。

政见羊晚

多地给钱给假期鼓励生三孩多地给钱给假期鼓励生三孩

你心动了吗你心动了吗？？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9 月 13 日，广东发文明确，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
三孩夫妻，女方可享受80天的奖
励假，男方享受15天陪产假。此
消息一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实际上，自从三孩生育政策落
地后，国家到地方纷纷出台相应配
套政策，其中江苏、四川、广东、江
西、安徽、北京等地通过给钱、奖励
假期、给保障等措施，推动生育政
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

发展托育机构
解决“带娃”难题

今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发布，明确
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政策。同年 8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表决通过相关决定，从法律层
面明确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7月27日召开的全国优化生
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明确，要完善
托育服务体系，研究推动将3岁以
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
税专项附加扣除，扩大普惠性学前
教育资源供给，推进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研究实施
差异化租赁和购房优惠政策，降低
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等等。

记者梳理发现，多地通过完
善婴幼儿照护、托育服务体系，
解决双职工家庭无法照顾婴幼
儿的现实困难。

7月8日，江苏淮安市发布消
息称，将新增 10 个以上 0 岁-3
岁普惠托育机构、500 个以上普
惠托位；安徽铜陵则在全市积极
开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
务试点工作，对符合要求的普惠
托育机构按每个托位 2000 元的
标准予以奖补。

新增奖励产假
夫妻均享假期

为了鼓励生育三孩，包括广

东在内的多个地方采取了增加
产假的方式。8 月 5 日，北京市
卫健委明确提出，在2021年 5月
31日（含）之后生育三孩的家庭，
女职工除国家规定的产假外，享
受生育奖励假30天，其配偶享受
陪产假15天。

9 月，广东省卫健委发文明
确，在《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
条例》、生育登记管理办法等各
项法规、政策修改和实施前的过
渡期间，对于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生育三孩子女的夫妻，除了产
假外，女方享受 80日的奖励假，
男方享受15日的陪产假。

生育费入医保
再发津贴补贴

同时，多地在三孩生育费用
上也给予了政策支持。比如，甘
肃就明确提出，自2021年 5月31
日起，符合政策的参保女职工生
育三孩的生育医疗费用（包括终
止妊娠）和生育津贴等费用纳入
生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并按规
定及时足额支付。

天津市医保局也发文称，自
今年5月 31日起，参保人员生育
三孩或终止妊娠可以享受生育
保险相关待遇，可到医保经办机
构申请补报销，生育津贴按规定
补支付。

四川攀枝花市推出新政明
确，对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
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 500
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三孩生育政策自提上议程开
始，就备受社会关注。如今，三
孩生育政策及相关配套政策正
陆续出台。接下来，应认真抓好
政策落地和配套措施有效对接，
着力解决教育和养老方面所面
临的难题，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
的家庭观和婚嫁观，只有综合有
效推进、将相关政策做实做牢，
才能真正提高生育意愿，达到缓
解老龄化压力的效果。

老广双节假期如何出行？
广东疾控提醒：不到中高风险地区、非必要不出境，减少人员聚集、做好个人防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