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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万人次领到14.3亿元“生育红包”
我市一孩、二孩医保补助标准比省定标准提高一倍

全市134万人次受益以旧换新“新政”
带动家电销售128万台 青岛家电企业线上销量提高近7倍

本报12月 18日讯 近年来，青岛
市医保局全面加强生育保障体系建
设，持续发挥生育保险保障功能，综合
精准施策，努力提升孕妈妈们的幸福
感、获得感。今年1至11月已为21.4万
人次发放产前检查补助、生育医疗费、
生育津贴等费用共计14.3亿元。

全面提高参保职工生育保险待
遇。参保职工产前检查定额补助标准
由700元提高至1600元，在定点医疗机
构发生的符合生育保险统筹支付范围
的分娩医疗费，个人零负担。住院保
胎及并发症、分娩相关病种、计划生育
手术和流引产发生的统筹范围内医疗
费，限额结算标准在原来基础上作了

不同程度的调整提高。今年 4 月 1 日
起，将 11 个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基本医
保基金支付范围，有效减轻不孕不育
家庭生育负担。

自 2024年起，参保居民住院分娩
医保补助标准在原有每人每年 1000
元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提高，不区分
孩次，参保居民无论生育一孩、二孩
还是三孩，住院分娩医疗补助标准
统一提高至 3000 元，一孩、二孩的医
保 补 助 标 准 比 省 定 标 准 提 高 了 一
倍。截至 11 月底，青岛市参保居民
生育总人数 6671 人，医保统筹基金
支 出 1970 万 元 ，支 出 同 比 增 长
189.2%。通过提高居民住院分娩医

疗费补助标准，切实减轻了居民生育
医疗费用负担。

青岛多举措努力构建“生育友好
型”城市。青岛市医保局第一时间落
实三孩相关生育政策，落实《青岛市关
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实施方案》，将符合条件的参保女职
工生育三孩的费用纳入生育保险待遇
支付范围，按规定及时、足额给付生育
医疗费和生育津贴，为新生育政策落
地落实提供更多医保支持。强化新生
儿权益保障，新生儿出生之日起6个月
内参保缴费的，可从出生之日起享受
医保待遇；自2025年起，集中缴费期内
出生的新生儿，缴纳下一年度居民医

疗保险费，待遇享受期从缴费之日起
至次年12月31日。

此外，青岛优化生育保险经办服
务，将生育保险结算下沉到定点医
院，实行生育医疗费一站式联网结
算，产前检查费、住院分娩医疗费等
均可实现一站式报销；推行生育津
贴“免申即享”，今年 3 月起，在青岛
市生育住院定点医疗机构生产的女
职工，在办理生育医疗费结算的同
时，由医院为其提交生育津贴相关
材料，符合发放规定的，生育津贴按
月直接拨付至职工社保卡金融账户，
实现“无感”发放。
（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管浩然）

本报12月 18日讯 今年以来，以
旧换新成为拉动居民消费增长的新引
擎。记者从青岛市商务局了解到，截至
11 月底，我市以旧换新政策带动家电
销售128万台、汽车销售6.5万辆，交易
金额达 147 亿元，补贴惠及市民超 134
万人次。1至10月全市限上智能家电、
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分别增长 49.5%、
21.8%，真正实现促消费、扩生产、惠民
生。

今年，青岛在全省率先启动新一轮
换新活动，市商务局联合市财政局出台
家电、汽车、电动自行车、家装厨卫以旧
换新实施细则，明确补贴标准、补贴范
围和相关流程，线上、线下联合发力，成
为全国首个实现京东、天猫两大平台同
时上线的城市。

青岛以旧换新补贴力度大、惠及面
广。汽车报废更新最高可以享受 2 万
元补贴，汽车置换更新最高可以享受
1.5 万元补贴，家电以旧换新最高可以

享受20%补贴。为了提高政策知晓率，
市商务局多渠道开展宣传推广。制发
以旧换新明白纸，开展进社区、进企业、
进机关系列宣传活动。通过联通、移
动、电信三大运营商，发送活动短信。

自 8 月 31 日新一轮活动开展以来，到
11月月底，三个月时间，补贴惠及消费
者134万人次。

除了惠民政策，我市还推出一系列
促消费活动，实现“政策+活动”双轮驱

动。青岛抢抓“金九银十”“双 11”等重
要消费节点时机，推进消费品以旧换
新。借助举办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
会契机，设立148个“以旧换新”联动专
区，拉动家电销售近亿元。第 23 届青
岛秋季国际车展期间，举办 23 场新车
发布会、以旧换新政策会，成交车辆1.2
万台，交易金额16亿元。

拉动消费的同时，以旧换新也拉动
本地企业增产扩能。青岛作为智能家
电名城，家电产量占到全国的 9.6%。
每 10 台家电中，就有 1 台产自青岛。
青岛发挥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持
续放大海尔、海信、澳柯玛等龙头企
业产供销一体化优势，畅通经济大循
环。9 月以来，海尔、海信家电销售额
环 比 增 长 20%、30% ，产 量 环 比 提 升
16%、50%。其中，线上家电销量提高
近 7 倍，集聚全国家电消费潜能，更好
拉动企业产能。 （观海新闻/
青岛晚报/掌上青岛记者 李沛）

近日，市中级法院、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市司法局、市工商联、青岛仲裁办
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住建领域民商事纠
纷前端化解“五方联动”机制的实施意
见》（下称实施意见），综合运用诉讼、仲
裁、调解等多元解纷方式，将住建纠纷
预防在源头、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前
端。12月18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
闻发布会，介绍实施意见相关情况。

“五方联动”降低成讼率

实施意见立足纠纷产生源头，建立
前端化解机制，融合多元解纷方式，通
过协作调解、共同调解、仲裁引导、调解
确认等四项措施，降低住建纠纷成讼
率。人民调解组织在受理调解申请后，
发现在案件调解过程中需要其他调解
组织协助的，可以邀请其协助参加调
解。对于有重大影响的纠纷，调解组织
采取必要措施对当事人进行疏导、安
抚，快速采取人民调解、仲裁调解、行政
调解等共同参与的方式进行调解。

对调解不成且无仲裁协议但适合
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的纠纷，推荐引导当
事人达成仲裁协议，将纠纷导入仲裁程
序。经调解，各方当事人就全部或者部

分争议解决达成一致意见的，调解主体
应当指导当事人签订调解协议，并引导
当事人自动履行。调解协议中具有金
钱或者有价证券给付内容的，当事人可
以在调解协议中约定仲裁条款，向青岛
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
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或者
出具调解书。

累计调解案件1767件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以府院联动、诉
调对接两大机制为抓手，积极与法院、
司法、仲裁、工商联等部门协作配合，凝
聚多元解纷合力。市住建局依托住建
领域全国首家公益性调解组织——青
岛建纬城乡建设调解中心，联合6家行
业协会成立市联调委，组建由300余名
律师、造价师组成的调解员和争议评审
员专家库，符合条件的全部纳入人民法
院调解平台。与此同时，优化调解模
式，建立“谈判促进为先导、以调解为基
础、以争议评审为依托、以仲裁为保障”
的“四位一体”模式，形成“调解+争议
评审”“和解+谈判促进”等14种多元解
纷“组合拳”，推动 55 家建筑施工企业

将“四位一体”多元解纷条款纳入合同，
发生纠纷时双方可依合同直接进入非
诉讼解纷程序，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前
三季度全市住建领域调解组织累计调
解案件1767件，占全省总数的20%。

累计出具文书1.3万件

青岛法院与40多家部门单位密切
配合，积极联动，鼓励引导采用争议评
审、仲裁、公证、调解等多种解纷方式，
推进形成“调解在前、诉讼断后”的递进
解纷格局。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将
178 名住建领域专业性力量吸纳进解
纷队伍，落实调解经费分类保障激励政
策，激发行业力量参与调解的积极性。
充分发挥“总对总”调解资源优势，与住
建部所辖7家调解组织实现对接，强化
诉前案件委派力度，今年以来，通过“总
对总”诉前委派调解住建领域纠纷
1773件，调解成功1215件。

青岛法院以“和青和理”多元解纷
品牌创建为抓手，定期分析研判司法审
判数据，运用示范判决指导一审法院调
解群体性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 196
件。与此同时，引导当事人主动选择非
诉方式解决纠纷，推动 57.9%的民商事

案件通过诉前分流调解，对调解成功需
要出具法律文书的案件累计出具“诉前
调书”“诉前调确”等文书1.3万件。

调解标的额达56亿元

近年来，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围绕住
建领域矛盾纠纷化解，重点加强涉住建
领域工程建设、物业、金融、劳动人事等
10 余个调解组织建设，指导设立 30 余
家商事调解组织，筹建300余人的调解
专家库，推动住建领域行政调解组织建
设，健全完善仲调、诉调、裁调、访调衔
接联动工作机制，今年以来，调解住建
领域相关矛盾纠纷 6000 余件，涉及标
的额达56亿元。

市司法局在城市更新城市建设、项目
施工、物业关系、购房贷款等多领域主动
靠前开展矛盾纠纷排查，构建“调解优先+
仲裁补充+诉讼断后”纠纷化解机制，为当
事人提供便捷、高效、优质的调解服务。
与此同时，优化法律服务供给，统筹律师、
基层法律服务、公证、司法鉴定、村（居）法
律顾问等法律服务资源专业化优势，助力
各类商事调解组织对接各级法院开展
诉前解纷工作。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掌上青岛 记者 陈小川

五方联动，前端化解住建领域民商事纠纷
今年以来我市调解住建领域相关矛盾纠纷6000余件，涉及标的额达56亿元

消费者在家电卖场选购家电消费者在家电卖场选购家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