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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 28 天，50 岁的张女士就要从石家

庄去北京，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院治疗

肿瘤。“早上办住院手续，打完针下午出院时

用社保卡直接结算。”张女士说，去北京看病

可以这样方便，在以前可是想也不敢想的。

在张女士感叹方便的背后，其实是推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三地深化医疗保障合作

的结果。京津冀协同发展五年来，三地将跨

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作为一项民

生工程强力推进。

本报记者 杨佳薇 呼延世聪/文 丰光/制图

时间回到2017年，石

家庄市的张女士突发腹

痛，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

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肝

外神经内分泌癌。当时，

医院通过微创手术将肿

瘤取了出来，但同时也告

知张女士及其家属，还要

找到原发病源。

“我身体一直很好。

当时查出病来，我自己都

不相信怎么会得这个病，

就去省四院（河北医科大

学第四医院）检查。其

间，一位亲戚还帮我挂上

了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

号，查了病理。”张女士

说，北京协和医院的检查

结果为二期神经内分泌

瘤，医生说该病不需要化

疗，每月打一针抑制药即

可。从那以后，她每隔28

天就得去一次北京，但价

格高昂的抑制药让她感

到吃力。

“北京协和医院的医

生跟我说，这个病是‘富

贵病’，因为每隔 28 天就

要打一针，每个月都要花

那么多钱，而且每三个月

还要做一次评估。一旦

控制得不好，就要改成每

隔 14 天打一针。”张女士

说，“当时打一针就要花

一万多元，虽然医保可以

报销八千多元，可自己还

要承担两千元左右。”

“不仅打针治病费用

高，刚开始去北京看病，

还特别麻烦。去北京前，

要先拿着医保卡去省四

院办转院手续。拿到省

四院开具的转院证明后，

再去医保中心刷医保卡，

然后到北京打针。这样

才能报销。”张女士说，那

时去北京看病路程不算

太远，相关程序却比较复

杂，28 天一个“轮回”，是

一件麻烦事。

曾经，往返京冀报销烦琐

随着京津冀三地异地就医结算政

策出台，现在张女士只需将转院证明在

河北的医保中心留存一份复印件，就可

以带着河北的医保卡去北京治病了。

“到北京协和医院先把医保卡给他

们，打完针就能直接结算报销了。”张女

士说，而且医疗改革之后，原本一万多

元一针的抑制药，“现在只需5982元，

其中自费1449元，剩下的全部报销。”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张女士张女士

觉得自己既是不幸的觉得自己既是不幸的（（患上了癌症），），

又是幸运的又是幸运的（（赶上好的医保政策）。）。

““有一位病友有一位病友，，20132013年就得了这个年就得了这个

病病。。当时当时，，能负担得起这个抑制药费用能负担得起这个抑制药费用

的人很少的人很少。。好在他当年有一点家底儿好在他当年有一点家底儿，，

数年来自费花了三十多万元数年来自费花了三十多万元。。现在现在，，京京

津冀三地能医保异地结算了津冀三地能医保异地结算了，，自费承担自费承担

的费用少多了的费用少多了，，他特别知足他特别知足。。””张女士张女士

说说，，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的跨省异地就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的跨省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医直接结算，，对众多患者来说真的很方对众多患者来说真的很方

便便、、很实惠很实惠，，她就是受益者之一她就是受益者之一。。因为因为

她既能享受医保福利她既能享受医保福利，，又能享受到高水又能享受到高水

平医疗服务平医疗服务。。““为异地就医结算政策点为异地就医结算政策点

赞赞！！””

记者获悉记者获悉，，河北省是全国跨省异地河北省是全国跨省异地

就医需求大省就医需求大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人次占全国总人次的人次占全国总人次的1515%%至至2020%%，，我省我省

在外省持社保卡就医住院直接结算人在外省持社保卡就医住院直接结算人

次始终居全国第一次始终居全国第一。。而京津两地集中而京津两地集中

了大量的优质医疗资源了大量的优质医疗资源，，我省处在环京我省处在环京

津的独特地理区位上，这就使京津成为

我省医保参保人员异地就医的首选就

医地。我省患者在京津就医住院费用

直接结算数额同样位列全国第一。

据统计，目前，北京市663家医疗

机构、天津市196家医疗机构全部纳入

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范

围。截至2018年底，我省医保参保人

员在北京就医住院直接结算12.92万人

次，总费用40.92亿元；在天津就医住院

直接结算3.61万人次，总费用9.23亿

元。我省在京津就医住院人次占全省

在省外就医住院总人次的92.34%。

如今，
异地就医结算真方便

频繁地往来北京，张女

士发现，其实不仅我省医保

参保人员到京津看病方便

了，对于一些常住河北的北

京人和天津人来说，跨省异

地报销也解决了京津冀三

地的大问题。

我省廊坊三河市燕郊

西接北京，常住人口大约

30 多万人，很多在燕郊居

住的人其实工作单位和医

保关系是在北京的。在河

北与北京医保没“联通”前，

这些人在燕郊看病须全额

垫付医药费，再拿到北京进

行报销。

“以前由于异地就医报

销难，只能回北京看病。现

在，持北京的医保卡在家门

口的燕达医院看病，也可现

场报销了。很好，很方便。”

家住在燕郊、工作在北京的

赵女士说，“（医保实现跨省

异地报销后）我上一次看

病，近 200 元钱总费用，自

己只负担了三十几元钱，和

在北京的定点医院看病一

样。”

据了解，京津冀三地除

了在基本医保服务方面共

建共享外，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数年来，京津人社部门建

立了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

移协商机制，促进了人员自

由流动。京津冀三地签署

了《京津冀工伤保险工作合

作框架协议》，逐步推进三

地工伤保险政策、标准的统

一，三地相互委托对事故伤

害进行工伤认定现场调查

核实，率先在全国推进跨省

区域工伤协议机构异地管

理。

“今年京津冀将密切协

作，开展对接试点，推进社会

保障政策统筹衔接，建立和

完善养老保险跨区域转移接

续政策，加快河北养老保险

首级统筹，逐步缩小京津冀

社会保险待遇差异。”有关负

责人说，同时，建立覆盖城乡

的社会保障信息网络，加快

区域内社会保障“一卡通”建

设，推动社会保障统筹发

展。也就是说，随着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不断深入推进，

三地居民将享受更多的便

利，得到更多的实惠。

未来，养老工伤都将共建共享32

1

高铁民航打造京津冀一小时生活圈，一张社保卡在三地“通行”，北京商户来到河北当老板……互联互通、教育
融合、医疗协作，5年来，京畿大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正在形成，京津冀地区的居民正越来越多地受益于
协同发展带来的变化。

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5年来，我省居民的生活方式有了哪些变化，享受了哪些政策红利？从今天
开始，本报推出京津冀协同发展五周年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我省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报销的定点医疗机构，从2017年底的263家发展到
790家，每个县（市、区）至少已开通了1家，全省90%以上的
二级及以上公立综合医疗机构和20%以上的乡镇卫生院
已纳入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京津两地医保参保人员在我省就医住院直接结算人次占
省外医保参保人员在我省就医住院直接结算总人次的
41%。在京津冀三地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顺
利推进的基础上，2018年10月，津冀两地还签署了“津冀
跨省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项目备忘录”，启动了两地跨
省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项目。

大数据 从263家到79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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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社保卡“走遍”京津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