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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流行仍处高位，奥密克戎新型变异株在多个国家迅

速传播，我国面临疫情输入风险依然较大。1月6

日，记者获悉，鉴于当前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为科

学精准做好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严防疫情

输入及扩散风险，安徽省疾控中心发布温馨提示。

积极主动报备
近14天以来，有国内疫情发生地所在县（市、

区、旗）旅居史的人员，非必要不来（返）皖；若确需

来（返）皖 ，需持48小时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并在到达目的地后第一时间主动向所在社区

（村）、所在单位（或居住宾馆）报告，积极配合属地

做好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各项防控措施。

凡从国内疫情发生地所在地市的其他县（市、

区、旗）来（返）皖人员，需持48小时内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到达省内目的地后积极配合当地

落实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相关措施。

合理安排出行，非必要不前往
如非必要，请您尽量避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或有病例报告的地区。出行前，事先了解目的地

防疫政策，并坚持做好勤洗手、戴口罩、一米线

等个人防护措施。返回后，及时向所在社区主动

报备，配合当地落实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防控

措施。

做好自我及家人的健康监测
元旦假期从省外来（返）皖，倡导您主动进行1

次核酸检测并做好14天自我健康监测；密切关注自

己与家人的健康状况，如若出现发热、干咳、咽痛、腹

泻、乏力等不适症状，请戴好口罩及时就近前往医疗

机构的发热门诊就医，并告知医生旅居史，不要自行

用药；就医途中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主动告

知医生近期旅居史或高风险暴露史。

日常外出时，注意做好个人防护，尤其注意手卫

生；适当减少参加各类聚集活动，尽量不去人群密集

的公共场所。

谨慎购买进口冷链食品
近期国内多地发生进口冷链食品/境外商品检

出阳性事件。建议您谨慎购买进口冷链食品（如冷

冻肉类或水果等）。如确需购买的，请通过正规渠道

采购，并做好外包装消毒。海淘或代购境外疫情严

重国家或地区的商品时，要及时关注海关食品检疫

信息，做好外包装消毒。在接触进口冷链食品/境外

商品后，可用洗手液清洗双手，洗手前不要用手碰触

口、鼻、眼等部位。

星 报 讯

（记者 祝亮）

当 物 价 上 涨

时，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的保

障标准也要联

动提升，这样

才能守住民生底线。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省

发展改革委会同省民政厅等部门进一步完善我省社会救

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明确提到当居民

消费价格单月涨幅达到一定标准时，将向困难群众发放价

格补贴。

机制有明确的启动条件，即当居民消费价格单月同

比涨幅达到3.5%，或食品价格单月同比涨幅达到6%，即

向困难群众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用于缓解物价上涨对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价格临时补贴实行“按月测

算、按月发放”，在相关价格指数发布当月足额发放到困

难群众手中。

最低补贴标准予以了明确。据悉，我省将按照不

低于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影响的原则，各地

价格临时补贴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30元。

与此同时，保障范围进一步扩大。其中提到，在原有

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国家

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等四类人群基础上，增加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为保障对象。

在资金保障方面，联动机制明确，对城乡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

童发放的价格临时补贴，可从地方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

金列支，或由地方预算另行安排。对享受国家定期抚恤

补助的优抚对象发放的价格临时补贴，由地方预算安

排。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发放的价格临时补贴，从失

业保险基金列支。

安徽省出台救助保障与物价挂钩联动机制

物价涨到一定时，困难群众可获价格补贴

星报讯（记者 祝亮） 为保障工伤职工和工亡职工供

养亲属的基本生活，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安徽省人社厅、

省财政厅联合发文，决定对全省工伤职工的伤残津贴和

工亡职工供养亲属的抚恤金等待遇进行调整。

调整对象为：2021年12月31日前已符合领取伤残

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条件的工伤职工或因工死亡职工

供养亲属。

伤残津贴调整标准为：领取伤残津贴的一级至四级

工伤职工，按照伤残等级每人每月分别增加：一级166

元，二级157元，三级148元，四级139元。调整后，一级

伤残津贴低于3254元的，二级伤残津贴低于3074元的，

三级伤残津贴低于2892元的，四级伤残津贴低于2612

元的，分别按3254元、3074元、2892元、2612元计发。

领取伤残津贴的五级至六级工伤职工，由用人单位按

照伤残等级每人每月分别增加：五级110元，六级90元。

供养亲属抚恤金调整标准为：配偶每人每月增加68

元，其他供养亲属每人每月增加58元。孤寡老人或孤儿

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20元。调整前的抚

恤金水平低于2020年度全省平均抚恤金水平（1235元）

的人员每人每月在上述基础上再增加20元。

调整后的供养亲属抚恤金，人均抚恤金低于设区的市

城市低保标准120%的，按城市低保标准的120%计发。

安徽疾控中心发布提醒：

非必要不来（返）皖

安徽调整伤残津贴等工伤保险待遇

星报讯（记者 于彩丽）日前，《合肥市基本医疗保险

待遇保障实施细则》正式发布。记者获悉，今年起，在职

职工在合肥市职工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普通

门诊费用超过1000元的部分可通过医保按照一定比例

报销，报销限额为4000元。家庭成员之间发生医保共计

的费用，按照医保实际使用人结算。

“这次医保改革的核心是‘大共济’和‘小共济’，‘大

共济’就是从医保账户中拿出一部分到资金池中，让更

多有需要的人在就医时得到医疗保障。‘小共济’就是家

庭成员之间在医保结算时可以互相绑定。这个月开始，

很多职工应该能看到医保账户有所改变了。”合肥市医

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负责人葛慧敏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本月起，在职职工个人按 2%费率缴纳的职

工医保费全部划入本人个人账户。退休人员个人账户

由统筹基金按月定额划入，2022年按照150元/月划入，

今后根据国家及安徽省相关规定相应调整。

而门诊费用纳入报销正是“大共济”的直观体现。细

则中明确，在职职工在合肥市职工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

构发生的普通门诊费用,医保基金年度起付标准为1000

元，支付限额为4000元,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

院，以下简称基层医疗机构)、市(县)级及其他医疗机构、

省级医疗机构普通门诊支付比例分别为 60%、55%、

50%; 退休人员年度起付标准为 800元，支付限额为

5000元，各级医疗机构的支付比例分别提高5个百分

点。“也就是说，以前如果在省级医院门诊花费2000元，

如果不住院需要全部自己掏钱或者从医保账户划扣，今

后如果同样花费2000元，其中1000元就能够报销500

元，并且该年度后期在门诊发生的诊疗费也能得到相应

报销。”

如果丈夫医保账户钱用完了，刷妻子的医保卡，会影

响妻子的起付额度吗？又该如何“算账”呢？值得一提

的是，“小共济”同样适用于“大共济”。葛慧芳解释道，

“结算时以实际使用人为准，也就是说，假如丈夫用了妻

子的医保账户，会算入他本人的起付额度，对妻子的起

付额度并不影响，家庭共济的前提需要家庭成员互相绑

定医保账户，以便医保结算。”

合肥在职职工门诊看病
年度花费超千元部分可走医保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