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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9月 18日讯“房前屋后打
扫干净有积分，帮助村里年纪大的独
居老人收拾卫生还能再加分，一分一
分积攒起来，就能去兑换洗衣液！”青
岛市即墨区温泉街道山里村村民武
桂香说。走进山里村，屋舍俨然、村
道整洁、绿水蜿蜒、花草竞秀，仿佛一
处“世外桃源”。而早年间，因为村庄
位置较偏僻，鲜有外人来访，村庄环
境和治理水平都有待提高。“前些年
我们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人居环境整
治，但村民参与意愿不强，整治效果
很难保持下来。”即墨区温泉街道综
合治理中心主任隋维涛说，“要想人
居环境长治久美，一定要把群众动员
起来。”如何把群众的主体作用调动
起来？不仅是隋维涛的困惑，也是基
层现代治理中需要破解的一道现实
课题。

变乡村治理为“智”理

今年 3 月，即墨区选取温泉街道
等 6 个街道为试点，积极探索美德信
用与基层治理相融合的路径和方法，
创新推行“美德信用+基层治理”模
式，通过拓展美德信用应用场景、完善
美德信用积分评价机制和激励嘉许办

法，有效激发和凝聚起群众参与共建共
治的“源动力”。

温泉街道以山里村为试点，经过 3
个多月的实践完善，形成了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模式。村民可以根据美德积分
兑 换 相 应 物 品 ，实 现 让 有“ 德 ”者 有

“得”。“从积极参与环境整治、移风易俗
等志愿服务，到自觉践行孝老爱亲、邻里
互助等美德善举，村风民风真是发生了
大变化。”山里村党支部书记张明森说。

为顺应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趋势，
温泉街道推出了“温情共治”小程序，利
用“村民端、村级端、街道端”三级管理
端，使积分管理更加公平便捷高效，变乡
村治理为“智”理。

100余名居民积分换服务

在即墨区，针对城乡不同特点，推进
“美德信用+”在基层扎根落地的路子并
非千篇一律。社区搭台，对接需求，商
家、居民共建共赢的“美德信用联盟”模
式，激活了城市社区治理“一池春水”。

“还有这种好事，下次叫着我一起。”
近日，即墨区环秀街道景岱社区居民刘
燕在朋友圈随手发了一条用美德信用积
分兑换社区免费理发服务的消息，引来
不少人的点赞和评论。

刘燕是社区里的“美德信用达人”，
只要一有空就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
美德活动，前期她通过关爱空巢老人、楼
道杂物清理等活动积累了 30 个美德信
用积分。“当初报名只是想帮助别人，没

想到还可以用积分兑换需要的服务。”刘
燕开心地表示。

环秀街道景岱社区将居民参与清洁
家园、志愿服务等纳入美德信用体系统
一管理，根据难易程度赋予不同分值。
社区还定期邀请信用积分较多的居民分
享心得，营造人人争当“美德信用达人”
的浓厚氛围。目前，累计吸引 100 余名
居民进行爱心理发、餐饮娱乐等服务兑
换。

扩大“美德信用+”覆盖面

在社区的引导下，“美德信用商户联
盟”还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修脚店
工作人员将洗脚盆端进社区，为老人修
脚、按摩；美发店工作人员入户为行动不
方便的老人免费理发；不少商户经营者
为外卖小哥、环卫工人提供“饮水休息、
取暖纳凉、手机充电”等免费服务……社
区“崇信向善、信用有价”的氛围越来越
浓厚。

即墨区“美德信用+”模式的推行，
有效激发出群众参与基层治理、共建家
园的主体意识，实现以行动换积分、以积
分转习惯、以习惯化新风，勾勒出一幅基
层社会“善治图”。下一步，即墨区将在
全区扩大“美德信用+”的覆盖面，着力
塑强广大群众的社会观、道德观，形成

“群策群力，共建家园”的城乡基层治理
新格局。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康晓欢
袁超 通讯员 于思玮）

早报9月18日讯 今年1—8月，青岛
市服务参保人外出就医80.2万人次，医保
结算11.36亿元，异地就医保障覆盖人群
范围更广、服务更优。今年以来，青岛市
立足建立更加规范便捷的异地就医服务
管理模式，聚焦解决参保群众异地就医跑
腿垫资的愁事、难事，从参保地和就医地
两个层面，着力优化经办管理、提升服务
质效，让参保群众异地就医结算更加高效
便捷、异地工作生活更加顺畅舒心。

异地联网结算率达98.7%

“现在去外地看病真是太方便啦！”
市民李女士激动地说，“我父亲患有癌
症，需要去北京治疗，原来每次都要垫付
医疗费再回青岛报销，自从可以异地联
网后，在北京看病可以直接报销，我们的
经济负担大为减轻，而且也不用再跑腿
到医保窗口申请报销了，现在医保服务
真是便民高效。”这只是万千异地就医人
员的一个缩影。

青岛参保人外出就医，保障更全面，
就医更便捷。通过持续优化服务管理，
异地备案由“指尖办”到“电话办”。为更
方便老年群体办理异地备案，我市在广
泛拓展线上、线下途径外，今年新增异地
备案“电话即办”，备案更快捷。同时，通
过拓展备案方式、规范业务经办、实施点
对点精准宣传等方式推进异地直接结
算，2024 年我市异地联网结算率达到
98.7%，比2023年提高1.5个百分点。

为了进一步缓解国谈药等高值药品
异地垫资压力，今年开展“双通道”药店
省内异地双向直接结算，1—8月青岛市
参保人在省内异地双通道药店购药共结
算855人次、149万元。

外地参保人来青就医，同样结算更顺
畅，服务更细致。青岛市着力推进异地联
网机构扩面，截至目前共开通异地联网机
构 1767 家，其中异地住院联网机构 377
家，普通门诊1767家，门诊慢特病1731家

（含跨省门慢1656家），开通数量居省内第
一。今年1—8月，外地参保人来青就医
169万人次，医保结算19.2亿元。

全市参保人数超934万

医疗保险参保扩面专项行动是建立
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
不仅有效保障参保人的医保权益，同时
也从入口关保障医保基金的平稳安全。
今年以来，青岛市医疗保障局深入开展
参保扩面专项行动，通过运用数据赋能
技术，全面提升参保扩面的整体工作质
效，截至2024年8月底，全市医疗保险参
保人数934.1万人，比去年同期净增6.14
万人，同比增长0.66%。

我市通过建立常态化动态比对机
制，实现与公安部门信息共享，与市公安
局签订《数据共享安全保密协议》，通过
人口信息全量比对，排查未参保人员信
息，精准提取有效参保扩面资源，并建立
未参保人员信息库，逐步形成未参保人
员“一人一档”管理。开展新生儿出生医
学证明参保工作，青岛市作为五个试点
地市之一，在省内率先完成系统改造、业
务测试等试点运行工作，实现新生儿通
过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办理参保登记。

接下来，青岛市还将持续提升数据
分析能力，推进数据共享建设，运用好精
准扩面系统，提升扩面攻坚精准度，持续
增强服务经办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观海新闻/青岛早报
记者 杨健 通讯员 周丽娟）

早报9月18日讯 为了推动数字
产业加速发展，倡导绿色出行，让广大
乘客可体验收藏数字票，9月14日，青
岛地铁限量推出数字联名票。数字联
名票是智慧地铁场景的又一次创新探
索，利用区块链技术，加载乘车功能，
实现具有青岛城市及地铁文化特色和
收藏价值的数字地铁票。

青岛地铁本次上线的数字联名
票有《青铁·奔月》《栈桥·回澜阁》《网
红墙》三大文创主题，不同的主题具
备不同票种的乘车权益，应用区块
链、加密技术等，使数字联名票具有
专属的序列号。因其相关信息不可

篡改，具备唯一性，从而可成为个人专
属数字收藏品。乘客下载青岛地铁
APP 购票后，便可获得相应 3D 数字联
名卡面并进行收藏。

青岛地铁数字联名票融合地铁单次
票、一日票及三日票，并结合特色 IP 主
题，通过特色票面设计展示城市的独特
风貌，打造具有收藏意义及乘车功能的
票种产品。《青铁·奔月》主题的单次票，
售价 15 元/张，限量发售 1500 份。在有
效期内激活后单人不计里程乘坐1次青
岛地铁；《栈桥·回澜阁》主题的一日票，
售价 30 元/张，限量发售 1000 份。在有
效期内激活后24小时内单人不限次数、

不限里程乘坐青岛地铁；《网红墙》主题
的三日票，售价 60 元/张，限量发售 500
份。在有效期内激活后 72 小时内单人
不限次数、不限里程乘坐青岛地铁。

乘客购买指定电子乘车票，购买成功
后即可获赠同款数字联名票。每款电子
乘车票每名用户仅限购买一次。每款数
字联名票都有唯一纪念编号。数字联名
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止。乘客
购买后如对电子乘车票进行退款，则会同
时收回并销毁赠送的数字联名票，并且无
法再次购买。乘客购买后可在青岛地铁
APP中查看收集到的数字联名票。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魏铌邦）

深化移风易俗
倡树文明新风

既可收藏又可乘车
青岛地铁发售数字联名票

积“德”成“金”让有“德”者有“得”
即墨区通过“美德信用+”赋能城乡基层治理

数据赋能
异地就医直接报销

我市医保提质增效 让参保人
异地就医结算更加高效便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