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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医保“红包”来了。
继北京、广西、甘肃、内蒙古

后，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山东、上海、浙江、江西、青海相
继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这
为更多家庭托起“生育希望”。

梳理这6个省份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辅助生殖技术进医
保的政策，可以发现多地从设
置政府指导价、规范报销比例
等方面向患者释放“医保红
利”，且有明确的落地时间表：
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辅助
生殖技术进医保落地时间为3
月1日，山东落地时间为4月1
日，青海、上海、江西、浙江均在
6月1日落地。

——统项目、定价格，原本
“鱼龙混杂”的辅助生殖医疗服
务项目有了指导价。

在新一批开展辅助生殖进
医保的地区，多地印发的相关
文件对照此前国家医保局发布
的立项指南，对辅助生殖类医
疗服务项目进行了规范，整合
了取卵术、胚胎培养、胚胎移植
等不同医疗服务项目，定价形
式由市场调节价调整为政府指
导价。

实行政府指导价后，多地
费用均有不同程度降低。各地
结合实际情况，对指导价有不
同的规定。

例如，青海、山东、新疆等
地实行固定指导价；上海等地
采取最高收费标准限价模式，
鼓励医疗机构加强管理、控制
成本。以上海为例，其取卵术
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价格为
2500元，也就是说，当地医保
定点医疗机构所确定的价格不
能超过2500元。

——进医保、减负担，更多
地方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门诊
报销政策。

面对可能的生育希望，一
些患者却因费用问题“打了退
堂鼓”。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生殖医学中心生殖内分泌科
副主任陈淼鑫介绍，从前期检
查到促排卵、取卵、移植、胚胎
冷冻……一个完整周期的一、
二代试管婴儿大概需要 3 万

元，另外三代试管婴儿还需要
再增加胚胎检测费用，一般一
个胚胎检测费用约5000元。

各地结合实际情况，综合
考虑基金承受能力等，制定了
相应的报销政策，基本报销比
例在50%以上。

开展辅助生殖技术进医
保，到底能为患者节省多少钱？

梳理率先开展此政策的省
份可以发现，截至2024年3月
底，北京已有3.2万人就诊辅助
生殖，总费用2.8亿元，其中医
保基金支付 1.9 亿元；截至
2024年4月30日，广西开展治
疗性辅助生殖医疗服务项目门
诊结算7.25万人次，医保基金
支出1.47亿元，平均报销比例
57.93%……

“进医保减轻了患者做辅
助生殖的经济负担，是一件好
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生殖医
学中心主任薛晴介绍，自从北
京在2023年7月落地辅助生殖
进医保后，我们医院取卵周期
数相较于此前大概增长了
50%。

在各地开展辅助生殖技术
进医保前，国家医保局也采取
了一系列举措为有生育意愿的
人群“搭桥铺路”。

一年一次的国家药品目录
调整，将符合条件的一些生育
支持药物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2022年7月，国家医保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7部门印
发文件，从国家层面明确提出

“逐步将适宜的分娩镇痛和辅
助生殖技术项目按程序纳入基
金支付范围”。

2023年 6月，国家医保局
印发《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价
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各
地原本五花八门的辅助生殖类
项目分类整合为12项，进一步
规范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
价格。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将开展制定全国统
一的辅助生殖医保目录，为各
地提供医保支付参考，鼓励更
多省份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将
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

文图据新华社

提速扩围！

多地辅助生殖进医保托起“生育希望”

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为政务
服务的持续改进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动力，共同推动政务服务向更
高质量和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依托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各地
各部门建立了全国政务服务“好
差评”管理体系，方便群众对办事
服务进行实时在线评价。

为了更好地听取民意、解决民
忧，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不仅建立了
专门的投诉建议渠道，还通过创新
的方式，如“美好四季”线上留言活
动和“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政务服务
体验员”线下活动，常态化收集企业
群众的意见建议、办事诉求。

这些活动为民众提供了更多

直接表达心声、提出建议的途径，
让政务服务更加贴近实际需求。

五年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积
极回应民生关切，以高频办理的

“关键小事”撬动群众关切的“大民
生”，成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
服务效能的重要支撑。

这五年，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不
断推动建设泛在可及、智慧便捷、
公平普惠的数字化服务体系，目前
正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提
高政务服务水平，为建设人民满意
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
和服务型政府打下坚实基础。未
来，办事一定会更加暖心！

据新华社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上线运行五周年
传递“温度”与“热度”

5月31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上线运行已满五年，在这五年时间
里，医保电子凭证、公积金账户信息查询、助企惠企服务专区、交通出
行服务专区等多项实用功能与专区，为超过8.9亿的用户带来了24
小时不打烊的高效办事体验。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是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总枢纽，联通
了32个地方平台和46个国务院部门平台，使得各地区各部门的政
务服务在这里纵横贯通，构建起了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体系，为企业
群众“高效办成一件事”打下坚实基础。

●便民惠民，感受政务服务的“温度”

无论是坐飞机忘带身份证，还
是看病要亮出医保电子凭证，再
或是大学生们在线查询四六级分
数……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以其高
效便捷的服务，吸引了众多用户
的加入。

“第一次使用国家政务服务平
台是办理家人的异地就医，看到社
交媒体上好多人推荐国家政务服务
平台的‘医保服务专区’，按照提示
上传资料，就能直接办理。看完病

后还可以查询异地就医的直接结算
费用。现在，不管是我个人还是公
司，只要是去办事，我都会先上国家
政务服务平台查一查。”网友范霄珏
在留言中写道。

五年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企业和群
众的急难愁盼，不断提升政务服务
效能，让不同群体感受到政务服务
的温暖与陪伴。

●助企利企，感受政务服务的“热度”

企业的发展一直是提升营商环
境和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关键。通过
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和提升服务质
量，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为企业经营
者们提供了“一站式”的便捷服务。

广东的陈先生打开国家政务服
务平台，轻点几下鼠标、上传一些材
料，他的面包店开办手续就完成
了。“办事只用一杯咖啡的时间，真
快！现在坐在家里就能办，流程清
晰、不迷茫。”陈先生饮了一口咖啡
说道。

从企业开办的营业执照办理到
纳税缴费，“高效办成一件事”逐渐
成为助企服务的“标配”，也让更多
的“急难愁盼”问题得到了“答案”。

这五年，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上
线了各类助企惠企服务事项和专
区，推动各地方各部门破解企业准
入、经营、发展、退出等环节遇到的
难点堵点问题，以更加公平的营商
环境进一步提振企业信心，激发市
场活力，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
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民情民意，为政务服务“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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