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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新增拨付专项医保基金2.24亿元
新冠肺炎诊疗方案覆盖的药品和项目全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截至1月21日12时

已有25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
时清霜在邢台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聚焦重点环节 狠抓精准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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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并行 便利企业审批
隆尧县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已全部完成，结果均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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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新增20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我省调整相关区域疫情风险等级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
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获悉，1月
20 日 0—24 时，河北省新增 20
例本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
病例（5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
确诊病例），均为石家庄市报
告。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
似病例，新增治愈出院8例。

1月20日0—24时，河北省
新增4例本地无症状感染者，均
为石家庄市报告。17 例无症状
感染者解除隔离医学观察。

截至 1 月 20 日 24 时，河北
省 现 有 本 地 确 诊 病 例 830 例

（危重型 9 例、重型 30 例、普通
型663例、轻型128例）、境外输
入确诊病例 2 例（普通型）。累
计治愈出院病例 392 例（含境
外输入 34例），累计死亡病例 7
例 ，累 计 报 告 本 地 确 诊 病 例
1195 例、境外输入病例 36 例。
尚在医学观察本地无症状感染
者 150 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
染者5例。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
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联防
联控机制关于科学划分、精准
防控等工作要求，自 1 月 21 日
起，将石家庄长安区保利花园
D 区、河北省胸科医院公寓北
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目前，石家庄藁城区全域、
新乐市全域、邢台南宫市全域
仍为高风险地区，石家庄长安
区博雅盛世小区 E 区、国赫红
珊湾小区、简筑家园小区、保利
花园 B区、普和小区南院、建明
小区、前进村，裕华区晶彩苑小
区、众美廊桥四季A区、东方明
珠小区、天海誉天下小区、卓东
小区、新华苑小区、十二化建小
区16和17号楼、河北城建学校

家属院、海天阳光园小区，正定
县孔村、空港花园小区、冯家庄
村、东平乐村，高新区太行嘉苑
小区、赵村新区小区、主语城小
区、同祥城小区C区、和合美家
小区，无极县东北远村、西郝庄
村，桥西区白金公寓、华润万象
城、平安小区，鹿泉区观峰嘉邸
小区、银山花园新区小区，新华
区都市阳光小区、丽都河畔小
区、尚金苑小区，行唐县滨河小
区，栾城区卓达太阳城希望之
洲小区，平山县防疫站小区，赵
县任庄村，邢台隆尧县烟草家
园（烟草公司家属院），廊坊固
安县英国宫 5 期仍为中风险地
区。全省其他地区均为低风险
地区。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永晨）
1 月 21 日，副省长时清霜到临
西县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他要求，坚持常态化疫
情防控与局部应急处置相结
合，聚焦重点环节，狠抓精准防
控，严防疫情传播扩散。

时清霜先后来到临西县阳
光酒店、周楼村卫生室等地，详
细了解定点隔离、农村疫情防
控等相关工作。他强调，各级各
类医疗机构要时刻保持警惕，
对来诊的患者预先进行有关传
染病方面的甄别、检查与分流，
发现可疑患者，立即采取隔离
或控制传播措施，并按照规定
对病人的陪同人员和其他密接
人员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要
以新发现的病例、无症状感染

者为中心，在 24 小时内完成流
行病学调查，对相关人员立即
实施集中隔离，对重点区域迅
速开展封闭管控。要配强检测
队伍，健全信息化登记平台，以
实际检测能力核定检测任务，
严格规范执行操作流程，严把
采样、封装、运输、检测等各环
节质量控制，确保检测结果精
准可信。要优化诊疗流程，细化
人流、物流管理措施，严格佩戴
口罩、环境通风和物表消毒，规
范医疗废物处理；进入医疗机
构人员必须佩戴口罩、测量体
温、出示健康码或其他健康证
明；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医
疗机构在接诊新冠肺炎可疑患
者后，要尽快实施环境和设备
消杀，防止交叉感染。

河北日报讯（记者闫立军）1 月 21
日，从邢台市举行的第 15 场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截至 21 日 12 时，该市无新
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新增无症状
感染者。21 日上午，该市首批 3 名患者
出院，转入康复治疗阶段。现有确诊病
例 53 例，无症状感染者 9 例。此外，截
至 20日 24时，南宫市新一轮全员核酸
检测完成采集工作，检测结果待出。截

至 20日 22时，隆尧县新一轮全员核酸
检测已全部完成，结果均为阴性。目
前，除南宫市、隆尧县外，邢台市其他
县（市、区）没有疫情。

时下，邢台市疫情防控形势总体
平稳，复产复工有序推进。对于大家比
较关心的企业审批事项，市行政审批
局副局长李立剑表示，主要是采取线
上和线下“两并行”的方式便利企业审

批。推行网上办、预约办、电话办、邮寄
办，采取信用承诺、容缺受理等方式，
减少企业跑办风险。具体举措有：线下
事项“预约办”，减少人员聚集感染风
险；一般事项“网上办”，“不见面”办事
方便快捷；自助大厅“全天办”，便民高
频事项“24 小时不打烊”随时可办；疫
情相关“加急办”，专人指导，全程跟踪
服务。这些举措既方便了企业群众办

事，又减少了人员流动，切实保护了企
业群众的生命安全。疫情发生以来，该
市线上业务受理 116件，办结 51件；线
下受理4409件，办结4234件。事项涵盖
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备案、高致病性菌
种或样本运输许可、企业设立等。

据介绍，对省市重点项目、当前生
产生活急需的、涉及新冠疫情相关、复
工复产的审批服务事项，该市开辟了

“绿色通道”“特事特办”。疫情发生以
来，该市市本级办理涉疫业务 24 件，
主要包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备案和高
致病性菌种或样本运输许可两类。通
过高效率审批，有效保障了防疫物资
快 速 投 产 和 核 酸 检 测 样 本 的 及 时
转送。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文君、王峻
峰）从 1 月 21 日石家庄市召开的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17场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1月 21日 0至 12时，全市新增
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4例，其中，藁
城区10例，新乐市2例，长安区1例，高
新区1例；全市新增新冠肺炎无症状感
染者 1 例，在藁城区。1 月 2 日至 21 日
12 时，全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本土确
诊病例813例，现有新冠肺炎无症状感
染者173例。除已经治愈出院的康复者
外，其他均在定点医院集中救治。

1月20日，石家庄市有8例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治愈出院。截至21日12时，
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治愈出院25例，
累计解除集中医学观察40例，累计死亡
1例。治愈出院病例全部送至石家庄市

第五医院再进行14天的隔离观察。
随着一系列防控举措的有力实

施，石家庄市散发病例呈现逐渐减少
的趋势，而且新发生病例主要来自于
隔离点。截至1月21日12时，全市在用
隔离点458个，累计隔离34029人。

为了做好隔离点的管理，确保疫
情不扩散、不外泄，石家庄市进一步强
化对隔离点的管理，由各县（市、区）统
一管理辖区内的隔离点，党政主要领
导负总责，明确干部包联每一个隔离
点，实行关键数据“双签字”制度，所有
工作人员驻点闭环管理。进一步充实
各隔离点的工作人员，重点增加医护、
安保、送餐、消杀等人员。进一步从严
落实“三区两通道”设置等规范，组织
11个督导组对全市隔离点进行拉网式

大检查，对隔离人员实行信息化管理。
按规范对通道走廊、隔离人员房间等
进行卫生消毒，定时清运和规范处理
隔离点产生的垃圾。每两天对隔离人
员进行一次核酸检测，严防交叉感染。
用心照顾隔离点内的老人和儿童等特
殊群体，及时为基础病患者提供药品
和治疗等服务，让隔离点人员享受细
心周到的服务。严格按照防控工作要
求，做实隔离点工作人员的有效防护
和卫生消毒。全面做好转运隔离人员
使用车辆等物品的清洗、消毒工作，确
保消除各类传染源，不留安全隐患。

为了保护好抗击疫情第一线的广
大医务人员的安全，由院感专家录制视
频，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进行全员培
训。针对医院内不同区域风险等级的医

务人员采取分级防护措施。对发热门
诊、隔离病区采取环境工程控制，组织
气流“由洁到污”，使工作人员始终处于
上风口。设置“三区两通道两缓冲”，患
者通道与医务人员通道分开，清洁与污
染分开，降低医务人员感染风险。

防护用品 4至 6小时更换一次，医
护人员一班 4 至 6 小时，与其保持一
致。医疗机构合理调配人力资源和班
次安排，避免医务人员过度劳累。在清
洁区设置淋浴设施，医务人员下班前
进行个人卫生处置。诊治新冠确诊患
者时，使用一次性医疗用品，用后按医
疗废物处理；可重复使用的医疗器械、
器具严格按照消毒规范处理。医务人
员进行侵袭性操作时，严格执行锐器
伤防范措施，防止职业暴露。

防疫物资保障方面，全市目前有
133 家国家和省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
产企业，产品涵盖防护用品、抗病毒药
品和医疗设备、消杀用品、医用耗材等
4大类 100多个品种。特别是在口罩生
产方面，已形成熔喷布、无纺布、辅料
及生产设备等完整的产业链条。目前，
各类企业产能充足，生产供应稳定。

河北日报讯（记者霍相博）疫情发生
后，省医疗保障局迅速行动，要求各级医
保部门主动与收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疑似患者、无症状感染者的医保定点医
疗机构沟通对接，将2020年结余专项预
付金结转使用，并根据医保定点医疗机
构需求，及时增加专项预付金额度。同
时，及时向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拨付基本
医疗保险预付周转金，调整相关医保定
点医疗机构的总额预算指标，将新冠肺
炎确诊和疑似患者医疗费用单列预算。
截至目前，全省新增拨付专项医保基金
2.24亿元，其中省本级拨付600万元，石

家 庄 市 拨 付 8000 万 元 ，邢 台 市 拨 付
9994.3万元，廊坊市拨付300万元。

强化待遇保障。将新冠肺炎诊疗方
案中覆盖的药品和诊疗项目，全部纳入
医保支付范围。省医保局将我省参保人
员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期间发生
的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诊疗
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并按照各统筹
区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
规定报销，不再区分新冠肺炎确诊患
者、疑似患者、无症状感染者和非新冠
肺炎患者。

强化价格保障。对新冠肺炎诊疗方

案中涉及的药品，省医保局选择 240 多
家大型零售药店作为监测点，密切关注
相关药品价格和供应变化情况，每日形
成监测报告，对可能引起市场价格异常
波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通报省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市场监管组，为有关
部门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自1月6日
以来，共上报监测报告13次。同时，统一
核酸检测收费标准，单人检测80元，1比
5混检40元，1比10混检30元。

强化服务保障。省医保局进一步优
化服务，对定点医疗机构的新增发热门
诊和发热病区实行网上申报“即时通”，

实现计算机系统即接即审，即审即通；针
对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门诊慢性病

（特殊疾病）的参保人员执行“长处方”，
相关参保人员门诊携药量放宽到3个月；
对于参保人在疫情前或疫情期间因急诊
等特殊情况发生的医疗费用，需在疫情
期间到经办机构窗口办理报销的，可待
疫情平稳后由单位专管员到经办机构窗
口办理报销手续，零星现金报销可实现

“延长办”；在异地就医上，省本级参保人
员可凭社保卡号和身份证号在网上“随
时备”，减少群众出行；拓展购药渠道，慢
性病和特种病用药可实现“线上购”。

石
家
庄

河北日报讯（记者解楚楚）
从省政务服务办获悉，疫情发
生以来，全省政务服务系统一
手抓防控、一手抓服务，为疫情
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
政务服务保障。据统计，1 月 1
日至 17 日，省市县乡村五级政
务 服 务 大 厅 共 办 理 业 务
1932863件，其中“网上办、不见
面”办理852837件，占比44.1%。

全省政务服务系统全面强
化升级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
台能力，推广“一网通办”，通过
河北政务服务网、“冀时办”手
机 APP 实现全程网上办理。推
出快递邮办，网上申报、线下邮
寄材料办理。推行随时约办，对
确有急需的，通过电话、网上预
约办理。推动采购便利化，实行

“全程网办”“不见面开标”。
针对疫情防控审批服务、

防疫所需物资生产、保障城市
运行必需、防疫相关新上投资

建设项目的审批和交易，开辟
“绿色通道”，实行“一站式全链
条”服务。省政务服务办启动

“河北健康码”应急预案，将承
载能力提升扩容三倍，由 5000
万次/日提升至 1.5 亿次/日，同
步调整区域风险等级，同步显
示核酸检测信息，有效应对访
问量激增情况。上线“河北健康
码”数据监控平台，进行 7×24
小时监测值守，为公安三道防
线、流行病学调查、疫情大数据
排查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撑。

持续优化提升“冀时办”常
态服务，以用户为中心，打造了

“我要办医保”“我要办公积金”
“我要缴费”等22个“我要”系列
办事主题，上线 1971 项便民服
务应用和 2217 项便民缴费事
项。据统计，疫情发生以来，“冀
时办”日均业务办理量突破 10
万笔，真正让群众体验了“掌上
可办事”。

一手抓防控一手抓服务，1月1日至17日

全省政务服务系统
办理事项193万余件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孟德
涛 记者张淑会）1月20日7时
许，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向我省
转赠的10辆负压救护车抵达石
家庄，全力支援我省疫情防控
工作。

省红十字会在省会裕华东
路高速口完成交接后，现场对
10 辆救护车进行发放，由公安
交警护送进城。据介绍，我省疫
情发生后，美团通过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向我省捐赠10辆负压
救护车，以满足我省疫情防控

需要。此次捐赠的负压救护车
最大特点是双负压，实现了“负
压隔离”，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
医患人员交叉感染以及病毒对
外部环境的污染。每辆救护车
价值35万元，总价值350万元。

按照省疫情防控联防联控
机制确定的分配方案，省红十
字会将10辆救护车分配给省疾
控中心、石家庄市急救中心等6
家医疗机构和单位，使其迅速
投入抗疫一线，最大限度地发
挥作用。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支援我省10辆负压救护车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1月20日，
省住建厅印发《关于切实加强新冠肺炎
疫情高中低风险地区农村生活垃圾分
级管控的通知》，切实加强新冠肺炎疫
情高中低风险地区农村生活垃圾收运
处置工作，加强从业人员安全防护。

严格落实分级管控要求。疫点疫区
所在区域的定点医疗单位、集中隔离场
所以及确诊、疑似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
所在的院落、单位、企业、场所等封闭管
理的高中风险地区，产生的生活垃圾全

部按照医疗废物进行收集处置。以上情
形外的其他高、中风险地区产生的生活
垃圾，应消毒后再进行收运并进行焚烧
等无害化处置。低风险地区的生活垃圾
应消毒后再收运处置，并做好垃圾桶、
垃圾运输车、垃圾转运站、垃圾处理设
施等各环节的消杀工作，严禁收运未经
消杀的生活垃圾。

规范医疗废弃物处置。各地对农
村地区设置的核酸检测点产生的医疗
废弃物，要全部纳入医疗废物进行管

理，由检测单位会同相关单位、村委会
等做好收集，交由医疗废物处置单位
或应急处置备用单位处置。严禁医疗
废弃物及防护用品废弃物混入生活垃
圾进行收运和处置。

及时清运农村生活垃圾。各地要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督促乡镇政府、村
委会及专业化公司，及时清理、收集、
转运农村生活垃圾，消除卫生死角，保
持环境卫生干净整洁，促进防疫各项
工作的落实。

我省高中低风险地区农村生活垃圾实行分级管控

1月21日，石家庄市新华区盛世天骄社区工作人员对单元门口的通道进行消杀作业。该社区的消杀工作由专人
负责，每天对社区出入口、垃圾集中投放点等区域进行循环消杀作业。 河北日报记者 耿 辉摄

我
省
加
强
省
级
重
点
物
资
储
备
库
建
设

河北日报讯（记者贡
宪云 通讯员李东瑞、何
菲）从省财政厅获悉，为保
障应对疫情防控期间物资
供应，近日，经省政府批
准，我省延长疫情防控临
时储备库储备资金 9000
万元的使用期限，继续加
强省级重点物资储备库建
设，有效保障物资储备工
作有序开展。

为保障疫情防控期间
特重大疫情防控物资需
求，2020 年，省级财政预
拨资金建立了省级疫情防
控临时储备库，专项用于
医用防护服、隔离衣、N95
口罩等 11 大类重要医疗
和防护物资应急采购。

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按照预算管理和
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
及时拨付疫情防控临时储
备库储备资金，加强资金
使用管理，做到专款专用，
切实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为应对石家庄、邢台两市
突发的新冠疫情，到目前，

省级防疫物资临时储备库已向石家庄
市、邢台市无偿调拨防护服32480套，货
值约328.51万元。

此外，省财政厅还将指导市县用足
用好中央支持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补
助资金 16.63亿元，通过充实、完善应急
政府储备和支持产能备份建设，加快市
县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

目前，省级防疫物
资临时储备库已
向石家庄市、邢台
市无偿调拨防护
服32480套，货值
约328.51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