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0日上午，中国银联股份
有限公司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国邮政
集团党组副书记、总经理郑国雨，
中国银联党委书记、董事长董俊峰
出席，中国邮政集团副总经理、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行长刘建军，中国
银联党委委员、执行副总裁胡浩中
代表双方签约。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强
化“邮政+支付”生态协同，在提振居
民消费、促进县域市场发展、优化支
付服务、权益内容共享、快递物流业
务、银行业务联动等方面加强合作，
为国家提振消费、做好金融“五篇大
文章”贡献力量。

后续，中国银联与中国邮政将联
合启动“以旧换新专项支持行动”“县
域市场消费提振行动”“农产品销售
提振行动”三大专项行动，共同投入
资源，提高以旧换新成效，促进县域
经济发展，提升农产品销售规模。

此次战略合作是双方贯彻落实
国家提振消费决策部署，服务金融

“五篇大文章”的重要实践。中国
银联将与中国邮政持续强化资源
互补、权益互享、业务互促，共同探

索数字经济时代发展新模式，为服
务社会经济发展大局贡献银联、邮

政新动能。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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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联与中国邮政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我省开通医保基金即时结算
为定点医疗机构“减负”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
品 质 量 安 全 中 心 公 布 了
2025 年度第一批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名录。我省“丰
满区鲤鱼”“通榆小米”“集
安人参”“集安林蛙”“图们
鸡蛋”五大特色农产品荣获

全 国 名 特 优 新 农 产 品 证
书。至此，我省已有 72 个
农产品获此殊荣，充分彰显
了吉林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显著成效。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实习生奴尔比也·奴尔 邓敏

我省五大特色农产品
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记者李恒）国家卫生健康
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
合司和国家疾控局综合司
近日联合印发《医院免陪照
护服务试点工作方案》。方
案提出，在各地人口老龄化
程度较深的城市等，优先确
定在老年住院患者占比较
高、免陪照护服务需求较
大、工作基础较好的三级医
院，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
工作。

免陪照护服务主要指患
者住院期间，在患者或其家
属知情同意且自愿选择的
基础上，根据患者病情和生
活自理能力等，由护士或医
院聘用医疗护理员提供的
生活照护服务。

方案明确，试点医院要
按照分级护理服务内涵、基
础护理服务规范等要求，根
据住院患者病情和自理能
力情况，规范提供基础护理
服务。医疗护理员不属于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要在医
务人员的指导下，协助为生
活部分自理或完全不能自
理以及行动受限住院患者
提供助餐、助洁、助浴等生
活照护服务，不得从事医疗

护理专业技术性工作，不得
替代医务人员工作。

方案还明确，试点医院
要根据临床科室病种特点、
患者病情需要、自理能力程
度和护理级别等要素，优先
在一级护理住院患者占比
较高的科室病区（老年医学
科、神经科、心血管科、普外
科、骨科等）探索开展，不断
总结经验，逐步扩大试点病
区数量。

此外，试点医院要加大
免陪照护服务试点病区护
士配备力度，原则上试点病
区护士与实际开放床位比
不低于0.6:1；要建立完善医
疗护理员培训和管理制度，
定期对医疗护理员开展职
业素养、服务技能、沟通交
流、质量安全、院感防控等
培训；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大
后勤支持保障力度，加大信
息化技术支持力度，优先在
免陪照护服务试点病区开
展智慧病房建设，充分运用
智能化床旁呼叫、数据采集
等信息化手段，优化服务流
程，提高服务质效等；要加
强住院患者探视管理，体现
人文关怀，为患者营造安
静、有序的住院环境。

医院免陪照护服务启动试点

5月 26日，银联国际与
跨国电信运营商亚通集团
（Axiata Group）宣布达成
合作，即日起，亚通集团旗
下Boost电子钱包开通银联
二维码跨境支付，使用范围
拓展至全球多个国家和地
区。中国银联董事长兼银
联国际董事长董俊峰、银联
国际首席执行官王立新、
Boost 首席执行官谢延塔·
阿贝库恩（Anthony Shey-
antha Abeykoon）出 席 活
动。

近年来，马来西亚消费
者的支付习惯正在向无现
金方向转变，电子钱包成为
日常重要的支付工具。银
联与 Boost 于 2019 年达成
数字化发卡合作，截至目前
发卡超730万张，可在本地
银联二维码商户使用。此
次合作的达成，使Boost 钱
包使用范围拓展到中国大
陆、马来西亚、新加坡、泰
国、越南、柬埔寨、文莱、韩
国、澳大利亚9个市场的银
联二维码网络，未来还将陆
续扩大至银联全球网络的
其他市场。同时，Boost 钱
包还支持在中国境内扫微
信码，为马来西亚来华人士

提供更加便捷、丰富的支付
选择。

随着中国入境游热度持
续攀升，为破解境外人士在
华支付痛点，银联自2024年
启动“锦绣行动”，联合境内
外产业各方，共促境外来华
支付便利化。以Boost钱包
用户为例，境外人士来华可
使用自己熟悉的支付工具
在境内银联及微信二维码
网络使用。2024年底，首批
8款境外银联合作钱包开通
扫境内微信码，2025年 5月
又新增 6款境外钱包，目前
这项服务已惠及中国港澳、
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新西
兰、柬埔寨等7个市场的本
地钱包用户。

银联自 2004 年在马来
西亚首次开通业务以来，经
过20余年的不断发展，目前
已有约九成的商户受理银
联卡，ATM 终端受理率接
近 100%，超 250 万家商户
支持银联二维码，广泛覆盖

“吃住行游购娱”等消费场
景。越来越多当地居民和
跨境游客在日常生活、商务
旅游等多类场景享受银联
支付产品带来的便捷服务。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薇

银联创新支付取得新进展

马来西亚Boost电子钱包
开通银联二维码跨境支付

“医保基金‘日日到账’，资金快
速回笼，即时结算真是太给力了！”吉
林省某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负责人
感慨道。过去，吉林省内医保基金按
月结算，需要医院先行垫付基金1-2
个月，每个月垫付资金高达数千万
元，导致医院资金链较为紧张，甚至
影响到设备采购和学科建设。即时
结算的上线，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
对医院的经营与发展带来积极助
力。2025年医保改革重磅出击，省
医保基金结算全新启航！医保基金
拨付从“按月拨付”向“按日拨付”转
型，缩短医保基金拨付周期、优化结
算流程，切实减轻医疗机构垫资负

担，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日拨付”提速。通过“定点机

构试点、医保基金类别试点、医疗类
别试点”三试点的模式开展“日拨
付”业务，在按月结算、按年清算的
基础上，允许定点医药机构逐笔申
报费用按比例进行日拨付，实现医
保基金T+1拨付。

“月结算”缩时。将月结算拨付
时限由定点医药机构申报截止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完成拨付压缩为20个
工作日。拒付不合理费用，保证月度
结算支付合规准确。医疗机构可以
及时与医保部门进行费用结算，加快
了医疗机构的资金回笼速度，有利于

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营和发展。
“双保险”监管。通过智能系统

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费用进行实时
审核和监控，及时发现和查处医疗
机构的违规行为，加强了对医保费
用的监管力度；同时，实时获取医疗
费用信息、审核费用数据，及时掌握
医保基金使用情况，结合分类考核、
动态拨付比例等机制，提效控风险，
确保基金安全。

医保基金即时结算政策，通过
“系统自动对账、按比例日拨付”模
式，不断提高结算清算效率，赋能医
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体系
——生态环境部回应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高敬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广受
关注的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正在公
开征求意见。法典草案有何亮
点？未来法典颁布后对生态环境
法律体系有何影响？生态环境部
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柯27日对此
进行了回应。

在生态环境部当天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赵柯介绍，生态环境领
域的立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我
国现行有效的生态环境法律30多
部、行政法规1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000多件。这一生态环境法律法
规体系，以环境保护法为统领，涵
盖了水、气、声等各类污染要素以
及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各类自然生
态系统。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党中央
作出的重大法治建设部署。生态
环境部积极配合立法机关推进法
典编纂工作。在赵柯看来，法典草
案有五方面亮点：

一是延续性，保留了经过实践
检验行之有效的制度措施。党的
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与
时俱进，为法典编纂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法典草案中，生态环境影响
评价、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
等章节保留了现行法律的核心内
容，保持了法律的相对稳定性。

二是现实性，解决管理实践中
的痛点难点问题。如第三方监测
机构等环境服务机构的监管存在
着薄弱环节，影响监测数据质量，
法典草案强化了第三方监测机构
的监管；法典草案根据“过罚相当”
原则，优化了法律责任等。

三是体系性，删除了现行法律
中一些重复、矛盾条款，增强了法
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

四是创新性，将部分改革举措
上升成为法律制度。改革中摸索
出的经验措施，如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制度措施
纳入法典草案。

五是前瞻性，对新兴领域作出
引领性的规定。如应对气候变化
领域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
法典草案考虑立法需求，作出一些
原则性、引领性的规定，为今后相
关制度建设和实践发展确定了原
则，奠定了基础，为将来新兴领域

的单行立法预留了空间。
赵柯表示，生态环境法典颁布

后，将取代环境保护法，统领生态
环境法律法规体系。现行的环境
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大气污
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10部法
律将不再保留。

“法典颁布后，生态环境部将推
动配套制度的全面清理和升级改
造，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法律法规
体系。”他说。要对标法典的新规
定、新要求，对生态环境部的规章
和行政规范性文件逐一进行“体
检”，全面清理。与法典规定不一
致的，将适情修改或者废止，并配
合立法机关做好法律法规的清理
工作。同时，生态环境部将落实法
典的授权性立法要求，加快配套制
度的制修订工作。

赵柯说，此外，要进行补充性立
法，推动新兴领域立法。比如应对
气候变化、绿色低碳发展等新兴领
域尚未制定专门法律。生态环境
部将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配
合立法机关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等
专门立法工作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