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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
根据“关于使用河南省2023年城镇非
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发工伤
保险待遇的通知”，将对我省工伤保险
待遇计发标准进行调整。

计发标准：各地社保经办机构按
照 2023 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
职工月平均工资7132元核算2024年
度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一
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工伤职工护理

费待遇。
此次工伤保险待遇计发标准调整

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2024年以
来已按原数据预核的待遇重新进行核
定，差额部分予以补发，具体程序请各
地自行安排。

按照要求，省本级参保单位相关
工伤保险待遇按照新基数核定，省社
保中心依据基数把应补发待遇人员名
单、增加金额反馈给所在单位进行核

实，各单位7月25日前将核实情况反
馈省社保中心工伤保险待遇处，8 月
15 日前将调整增加的待遇与应补发
金额一并发放至相关人员社保（银行）
卡账户。

同时，各地要严格按照新计发标
准，精心组织实施，确保新增加的工伤
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

据中原网

河南调整工伤保险待遇计发标准
新标准按照7132元进行核算

7 月23 日，记者从河南省医疗保
障服务中心获悉，我省实现36种门诊
慢性病病种省内直接结算。

据介绍，为进一步方便全省参保
人员门诊慢性病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在国家已开通5 种门诊慢性病病
种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基础上，省医
疗保障服务中心参照国家医疗保障信
息业务编码标准中门诊慢性病病种代
码及病种名称，同步调整全省各统筹
区门诊慢性病病种代码及名称，先后
增加脑血管病后遗症、冠心病等31种
门诊慢性病病种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目前，全省已实现36种门诊慢性
病病种省内就医直接结算。

过去，门诊慢性病省内异地就医，
每年有两次集中报销，而参保人员每

次都得跑回参保地，到经办窗口提供
票据证明，不但审核周期长、频次少，
且还需要参保人员两地“跑腿”。如
今，36种门诊慢性病病种省内就医直
接结算新模式，切实做到了让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解决了慢性病
异地报销问题，真正提升服务质量和
效率，维护广大参保人员的切身利益。

5种跨省直接结算病种为：1.恶性
肿瘤门诊放化疗；2.慢性肾功能衰竭；
3.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4.高血压；5.
糖尿病。

36种省内直接结算病种为：1.恶
性肿瘤门诊放化疗；2.慢性肾功能衰
竭；3.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4.高血压；
5.糖尿病；6.结核病；7.克罗恩病；8.溃
疡性结肠炎；9.再生障碍性贫血；10.骨

髓增生异常综合征；11.精神分裂症；
12.分裂情感性障碍；13.持久的妄想性
障碍（偏执性精神病）；14.双相（情感）
障碍；15.癫痫所致的精神障碍；16.精
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17.肾病综
合征；18.急性脑血管疾病后遗症；19.
帕金森病；20.血管性痴呆；21.冠心病
（支架/搭桥/球囊）；22.冠心病（非隐
匿型）；23.慢性心力衰竭；24.高脂血
症；25.甲状腺功能亢进症；26.慢性支
气管炎；27.慢性肺源性心脏病；28.肺
间质纤维化；29.肝硬化；30.自身免疫
性肝炎；31.系统性红斑狼疮；32.类风
湿性关节炎；33.强直性脊柱炎；34.抑
郁症（中、重度）；35.前列腺增生（中、
重度）；36.视网膜静脉阻塞。

据中原网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记者 彭韵
佳 徐鹏航） 国家医保局23日发布《关于
印发按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2.0版分组方
案并深入推进相关工作的通知》，确保
2025年起各统筹地区统一使用分组版本，
提高支付方式改革工作的规范性、统一性。

医保支付方式是医保经办机构向医疗
机构支付费用的具体方式，包括按项目付
费、按病种付费、按床日付费等，按病组
（DRG）和病种分值（DIP）支付方式主要是
通过对疾病诊疗进行分组或折算分值，进
行“打包”付费。

为更好适应临床实际，新版 DRG 核
心分组重点对重症医学、血液免疫、肿瘤、
烧伤、口腔颌面外科等13个学科，以及联
合手术、复合手术问题进行了优化完善，升
级后的核心分组共409组，较上一版增加
33组；新版DIP病种库包括核心病种9520
组，较上一版减少2033组。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
宇介绍，DRG/DIP付费2.0版分组方案对
落地执行、医保费用结算清算以及医保医
疗协同改革等提出要求。

在新版分组落地执行方面，原则上
2024年新开展DRG/DIP付费的统筹地区
直接使用2.0版分组，已经开展的统筹地区
应在2024年底前完成2.0版的切换准备工
作；在确保DRG核心分组、DIP病种库分组
规则全国一致的基础上，各地可结合实际
调整本地分组；对因住院时间长、医疗费用
高、新药耗新技术使用、复杂危重症或多学
科联合诊疗等不适合按DRG/DIP标准支
付的病例，医疗结构可自主申报特例单议。

记者 23 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自暑运启动以来，7月1日至22
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7亿人次，同
比增长6.5%，突破3亿人次大关，日均发送
旅客 1397.6 万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
10809列。

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暑期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等出行需求
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
认真统筹客货运输和防洪安全，精心制定
暑期旅客运输工作方案，加大运输能力投
放，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努力为旅客平
安有序出行和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保
障。 据新华社

暑运以来全国铁路
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国家医保局
发布新版DRG/DIP
付费分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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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种门诊慢性病病种省内直接结算

降息了！7 月 22 日上午，新一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发布，1
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双双下降10
个基点。

这是LPR年内第二次下降，将
进一步降低企业、居民融资成本，有
望提振消费和投资。

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发布3个公
告：7天期逆回购操作调整为固定利
率、数量招标，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
1.7% ；适 当 减 免 中 期 借 贷 便 利
（MLF）操作质押品，增加可交易债
券规模；1年期LPR降至3.35%，5年
期以上LPR降至3.85%，均较上一期
下降10个基点。

这一系列操作影响了金融市场
从短期到中长期的利率走势。中国
人民银行为何选择在这个时点降
息？

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
值（GDP）同比增长5.0%，运行总体
平稳、稳中有进。但当前经济运行
中的困难挑战有所增多，特别是国
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
刚表示，降息可以刺激投资和消费
潜力，此次中国人民银行的降息举
措，传递出稳增长、促发展的政策信

号。
降息降的是贷款利息，也就是

融资成本。融资成本的变化可以影
响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投资决策，更
关系着百姓的钱袋子和消费能力。

以房贷利率为例，6 月全国平
均新发放房贷利率为 3.45%，同比
下降 66 个基点，处于历史最低水
平。此次 LPR 下降或将引导房贷
利率进一步下行。

对存量房贷借款人而言，也能
享受LPR下降带来的好处，自重定
价日后利息负担会有所减轻。今年
以来5年期以上LPR已累计下降35
个基点，按房贷本金100万元、30年
期、等额本息估算，每月可节省利息
支出约 200 元，利息总额可节省超
过7万元。

22日的一系列操作中，还有一
个变化引人关注。

7天期逆回购操作不再采用价
格招标，其利率直接由中国人民银
行确定，成为主要政策利率，利率传
导机制改革的信号明显。

近年来，实际贷款利率下降幅
度大于LPR降幅，这说明部分金融
机构的报价利率“不实在”，明显偏
离实际最优惠客户利率。纠正这一

问题需要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的利率
调控机制。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近期
在2024陆家嘴论坛上明确表示，以
短期操作利率作为主要政策利率，
淡化其他期限货币政策工具的政策
利率色彩，逐步理顺由短及长的传
导关系。

22 日，7 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
下调10个基点，随后报出的LPR迅
速作出反应，跟随 7 天期逆回购操
作利率同幅调整。可见，LPR报价
已转向更多参考短期政策利率，我
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持续显效。

最新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决定》就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进行一系列部署，明确提出“畅通货
币政策传导机制”。这对下一步利
率市场化改革提出更高要求，也承
载了更多期待。

从政策利率到金融机构报价利
率，再到实际贷款利率，需要通过改
革疏通传导机制。期待政策精准落
地，进一步降低企业和居民融资成
本，拉动投资和消费增长，持续为经
济发展添动力。

据新华社

下调10个基点！年内第二次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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