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文旅广体局：

“一件事一次办”
获群众好评

本报讯（记者 谷桔）近日，湘潭市红态旅行社有
限公司总经理刘尧峰，将一面鲜艳的锦旗送到了市文
旅广体局行政审批服务窗口工作人员手中。今年以
来，市文旅广体局按照涉企经营许可告知承诺制，精
简申报资料，缩短审批时限，实现了“一件事一次办”，
资料符合要求者可全程网办，极大方便了办事企业。
今年以来有 7家企业实现了便捷办理，先后送来 3面
锦旗以表感谢。

今年1月12日开始，市文旅广体局开始实施告知
承诺制，即主管部门依法准确列出行政许可事项告知
书、申请人承诺书、办事指南、提供承诺书范本，制定
事中事后监管规则和违反承诺后果，一次性告知企
业，对自愿做出承诺并按照要求提交申报材料的，主
管部门必须马上受理，做出审批决定，对符合条件的
企业马上发放经营许可证，企业领证后即可开展业务
经营。

在旅行社业务办理过程中，此前需要提交 10项
资料，手续较为繁琐。实施“告知承诺制”后，所有资
料全部改为网上提交，申请人只需在最后环节到湘潭
市“市民之家”拿证即可。申请人如果不方便到现场
来，也可由审批工作人员将许可证邮寄给公司，实现
全程网办。

在前期咨询中，刘尧峰听说他所办理的这项业务
可实现“一件事一次办”，当时还觉得难以置信。按照
流程在网上提交资料后，刘尧峰来到了“市民之家”，
工作人员当场审核盖章并颁发了旅行社设立许可证，
他深感意外，“没想到真的只要跑一次，太给力了！”此
外，在窗口办结后的第二天，市文旅广体局工作人员
又给刘尧峰打来了电话，进行精细跟踪，对企业运营、
服务等问题提出指导意见。对于这份贴心服务，刘尧
峰连连称赞。

湘潭县：

为绿色低碳发展
撑起“保护伞”

本报记者 廖艳霞 通讯员 曾小玲

近年来，湘潭县深入推进“三线一单”成果落地应
用，坚决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
上线的硬性约束，将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融入空间布
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等方面，健全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体系，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治理能力
显著提升，为湘潭县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

湘潭市生态环境局湘潭县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在开发建设活动环境准入方面，湘潭县将“三线一单”
作为产业布局，结构调整，资源开发，重大项目选址的
主要依据。在进入天易经济开发区的入园项目管理
中，生态环境部门积极参加园区招商部门组织的联合
预审会，将生态环境部门的“三线一单”符合性审查作
为前置，给 60多个项目在选址以及污染防治措施提
出相关意见。

在选址类建设项目招商阶段，生态环境部门参与
项目的前期研判。湖南中天恒泽新材料项目在落地
前，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前往河南省现场考察，确
定该项目是否符合湘潭县天易经开区“三线一单”管
控要求。目前，该项目已经投入生产。对于与天易经
开区不符合的化工、制药等行业的 5个项目，生态环
境部门坚决拒批，有效避免了企业前期投资后不能落
地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在项目审批过程中，湘潭市生态环境局湘潭县分
局严格对照“三线一单”管控要求，对到窗口咨询的20
余家企业，给予了环评指导意见，今年新批的55家企
业全部都进行了现场指导，确保项目与当地的“三线
一单”相符合，近年窗口共获得4面锦旗，得到了业主
的高度评价。

多部门联合整治
荣通二号路交通秩序

本报讯（记者 廖艳霞）为解决车辆乱停乱靠、小
摊小贩占道经营等行为，日前，湘潭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岳塘大队、岳塘区城管执法局、书院路街道、飞机
坪社区和华雅花园物业部等部门联合整治荣通二号
路交通秩序。

荣通二号路是位于华雅小区D区、E区与ABC
区中间的一条市政路，是华雅小区居民进出的主要
干道。一直以来，群众对道路沿线车辆乱停乱靠、小
摊小贩占道经营等现象十分不满。“这条路经常堵，
上下班高峰期，行人都不能过，我们出行很不方便，
还有交通安全隐患。”华雅小区居民希望相关部门能
加强管理，规范道路停车及邻街门店、路边摊点摆
放，还他们一个畅通无阻的通行环境。

为解决群众诉求，12月1日，湘潭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岳塘大队等多部门联合对道路进行联合执法和
专项整治，由交警部门对违停车辆进行抄牌，城管部
门整治路边摊贩，形成了每天由专人值守保畅通的
常态化管理机制，希望彻底解决荣通二号路交通乱
象。

少花钱，看好病，一直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愿望之一。

2019年，我市启动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简称DRG）付费国家试点，

2021年正式实际付费。经测算，到2022年，我市试点医疗机构住院总费

用、次均费用、平均住院日、时间消耗指数和费用消耗指数均呈现

下降趋势，我市被评为国家DRG付费示范城市。从“试

点”到“示范”，意味着前期试点工作取得成功，具备全面推

广的条件，背后是湘潭医保3年多的默默耕耘。

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

疗，减少不必要的检查与用药等

过度医疗行为，住院看病，医生帮

你管好账，这个愿望正随着DRG

付费的深入推进，在莲城大地一

步步成为现实。

比利时：

垃圾分装意识深入人心
几十年的公益宣传使得环保意识已扎根在

比利时民众心中，公众不断理解并支持环保政
策，甚至自觉依法、理性、有序参与环保事务。
例如，如今欧洲越来越多环保人士提出“零排
放”的生活模式，包括合理计算购买食品的数
量、定期检查所购食品的保质期、外出用餐倡导

“光盘”行动、提倡饮用自来水、通过各种渠道定
期清理家中闲置物品、在个人信箱张贴“不接收
广告”等方式拒绝各类小广告、自己动手缝补衣
物、修理小家电等。

环境保护是一场持久战。比利时在垃圾分
类处理的经验表明，通过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
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和积极参与的热情，使政
府与公众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完全是可行的。（来
源：“南宁女性”微信公众号 吴珊 整理）

本报讯（记者 吴珊 见习记者 唐涵
雅）今年9月30日开始，雨湖区静态违停
车辆执法管理系统平台正式上线，雨湖
区城管执法局开始对机动车违法占用城
市道路，在人行道违法乱停行为进行拍
照取证，并依法予以处罚。截止到 12月
5日，有效录入违停车辆9458台次。

依据《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第
41条规定，城市管理部门可对侵占城市道
路、违法停放车辆等交通管理方面集中行

使行政处罚权。9月30日，雨湖区静态违
停车辆执法管理系统平台正式上线，该平
台系统支持手持智能终端替代手工手写
贴单，自动识别车牌号码，自动记录违停时
间，自动定位违停地点，采集违停信息可实
时上传系统后台，经人工和平台双重审核
后，平台将自动生成执法案卷，以短信方式
依时效自动向违停车主推送处罚告知、享
有权利、催缴罚款等相关提示信息。

为方便违停车主接受处理，当事人

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湘潭市雨湖区
城市管理静态违停车辆执法管理平台”
小程序，进行线上处理，也可到雨湖区政
务服务大厅城管服务窗口进行线下处
理。至 12月 5日，雨湖区政务中心处置
窗口、区城管执法局法规股和违停指挥
中心接听咨询电话答疑 1200多个，接待
咨询人员解惑 900多人次，受理陈述、申
辩、申诉 300多起，处理申诉案件 45起，
其中申诉成功3起。

雨湖区城管执法局还积极联动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每周推送“雨湖城管”催
缴温馨提示。

雨湖区城管执法局执法大队长郑志
坚介绍，人行道和公共区域规范停车是
衡量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硬指标，自平台
上线以来，人行道和公共区域车辆乱停乱
放现象明显减少，市民有序规范停车的法
律意识、文明意识明显增强，市容市貌静
态交通秩序明显改观。下阶段，雨湖城管
将协同司法、交警、法院等职能部门，为该
项工作的有序推进提供强力保障。雨湖
城管呼吁广大市民，车辆规范停，城市更
文明，请违停车主主动履行违停处理，规
避纳入失信人黑名单。让我们为创建全
国文明典范城市而共同努力。

“老带新传帮带，铁军精神永相
传。”自11月14日湘潭市秋冬季空气
质量改善监督帮扶工作开展以来，湘
潭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全员参与，
涌现出来不少铁军“拍档”，朱欣旭和
李泽坤就是其中一对。他们互帮互
助，相互配合，对全市涉 VOCs行业
企业开展了专项检查行动，对涉及印
刷、化工、橡胶制品加工、包装印刷等
行业的企业开展了全面排查，确保不
漏一家企业。

朱欣旭是湘潭生态环境系统一
名优秀的环保业务骨干，30多年默
默奉献在环保事业的第一线；李泽坤
进入单位后积极学习，冲锋在前，快
速成长为一名勇于担当作为的环保
尖兵。两人合作成为监督帮扶战线
上的“最佳战友”，在进行监督帮扶工

作时，他们深入了解、掌握企业的实
际困难和问题，顶着严寒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开展工作，加班加点高质量完
成企业帮扶工作任务，保障环境安
全。

监督帮扶中，朱欣旭与李泽坤对
企业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排污环节
逐一检查，帮助企业发现“病灶”。在
检查某石灰石制造企业时，他们发现
企业烟气处理效果不佳，李泽坤凭借
积累的执法经验，分析查找原因，发
现问题出在企业循环脱硫水池药加
得不够。与企业管理人员沟通后，两
人一起探讨，为企业开具整改“药
方”，指导企业及时处理，该企业烟气
处理效果明显好转。

湘潭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在朱欣旭等“老兵”的带领和指

导下，李泽坤等“铁兵”已逐渐成为环
境保护事业的中坚力量。今年以来，
李泽坤通过“12369”环保举报热线、

“12345”政府服务热线、网上投诉平
台共计处理污染投诉 165件，在处
理投诉过程中取缔非法作坊3家，办
理行政案件9件，移送公安2件，拘留
4人，罚款8.9万元，其中2件按照《湘
潭市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
单》免于处罚。其间，李泽坤主动服
务发展大局，持续努力帮扶企业优化
营商环境。在投诉处理上，均按照件
件要落实、件件有回音的要求及时处
理，并与投诉人取得联系，耐心细致
告知处理结果。他们在执法工作中
得到了群众的称赞、企业的理解和社
会的认可。

少花钱 看好病
DRG改革引领湘潭医保进入新时代

本报记者 郑镱慧子

人行道上不可再任性乱停
雨湖城管实施静态违停两个多月，有效录入违停车辆9458台次

大气监督帮扶战线上的“最佳战友”
本报记者 廖艳霞 通讯员 黄艳红

DRG付费医院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今年，我市开展DRG付费扩面工作，新增
实际付费医疗机构13家，实际付费医疗机构达
21家，实现了全市行政区域、综合医院与专科医
院全覆盖，DRG结算住院人次占全部住院人次
的75.8%，DRG结算医保基金占比达85%，提前
完成国、省DRG支付方式改革三年行动年度目
标，在2022年国家局新一轮试点交叉评估中获
评“优秀”。可以说，DRG付费下，医保基金花得
更“值”了，医保部门主导下的“价值医疗”得到
体现。

“从目前的效果来看，改革总体平稳有序。”
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 6月启动实
际付费至 2022年 9月，试点医院共减少住院医
疗费用4.9亿元，平均住院日减少1.19天。试点
医院医疗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 1%，药
品和材料占比分别下降0.64%和0.21%，结构更
加合理；费用控制后，医疗机构补偿提升，目前
全市试点医院基金支付比达 109%。实际付费
以来，试点医院住院病人个人自负同比减少
1.36亿元，减轻了病人负担。在这位负责人看
来，湘潭的DRG支付改革是成功的，基本实现
了患者得实惠、医院能发展、医保可持续的三方
共赢目标。

但DRG本身并不是万能的。“以关节置换
手术为例，DRG支付方式只能解决一条腿的问
题，如果病人两条腿都需要置换，那怎么办？对
医院来说，两个都做，肯定赔钱；如果曲线救国，
让病人重新办一次住院，不仅增加费用，还给病
人添麻烦。”对此，他说，“DRG本质上是一套管
理工具，需要不断完善调整付费规则，让医保支
付政策服务于临床的实际需要。”

在湘潭，医保部门仍在不断完善付费方案，
比如探索 14个中医病种按同病同效同价实现
DRG实际付费，制定日间手术、恶性肿瘤、生育
单列病例等病种与 DRG统一分组付费方案。
每年还会动态调整优化本地化的细分组、权重、
费率等关键要素，提高与临床的契合度。

接下来，湘潭医保部门将落实DRG三年行
动计划，实现所有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实际付
费，逐步推广到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实际付
费。针对目前医保经办部门对DRG的监管较
为薄弱，传统的监管手段已不适应改革的现实
情况，还将加强DRG智能监控，组织专项检查，
确保改革成果真正惠及于民。

在我市的一家医院里，市民王先
生请医生给父亲做核磁共振检查。
医院安排三位专家联合会诊评估后
告知王先生：病人不需要做这项检
查，别花冤枉钱，有医保也不行。

近两年，和王先生有相似经历的
病人越来越多。只是，大家不知道悄
悄“瘦身”的检查和DRG支付方式改
革有关。

“患者在就医诊疗过程中，对
DRG是无感的。”市医疗保障局医疗
保障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DRG改变的是医保对医院的支付规
则，对参保患者来说，支付方式、报销
比例都没有变化。但是，却可以间接
地影响患者的看病钱。”

该负责人进一步解释，DRG付费
方式 ，是根据诊断的不同、治疗手段
的不同和病人特征的不同，每个病例
会对应进入不同的诊断相关组。在
此基础上，医保经办机构不再是按照
病人在院的实际费用支付给医疗机
构，而是按照病例所进入的诊断相关

组的付费标准进行支付。这是一种
有助于激励医院加强医疗质量管理，
主动降低成本，缩短住院天数，减少
诱导性、不合理医疗费用支付，有效
防止过度医疗现象发生的方式。

谈起这点，在我市某医院肿瘤科
住院的陈阿姨最有发言权。陈阿姨
2020年下半年不幸诊断为乳房恶性
肿瘤，手术后需要定期接受化疗，每
月住院 1—2次。长期住院的陈阿姨
更直观地感受到这两年住院的明显
变化。

“从 2021 年起，住院时间变短
了，费用省了，负担轻了。”据了解，
陈阿姨 2021年每次住院平均 5天，
较上一年缩短了 1天；每次住院平均
花费 6000 多元，较上一年减少了
1500元；扣除医保报销后个人自付
平均 2000多元，较上一年节省了 500
元。

患者就诊体验感的提升来源于
医院对于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视。据
了解，试点以来，湘潭大多数医院将

DRG改革列为“一把手”工程，科室改
革情况实施月报制度，医疗行为得到
进一步规范、精准。

以湘潭市一医院为例，医院通过
顶层优化设计，针对每月 DRG结算
反馈数据，召开专科DRG分析会，深
入探讨改善临床路径，加强诊疗全过
程的质量控制工作。

“DRG付费下，医疗机构更重视
发展诊疗技术。”该院介入医学科主
任贺智高对此深有感触。以该科室
最常开展的静脉曲张手术为例，在过
去的支付方式下，医院一般会通过植
入球囊阻止血液流动，然后实施手
术。DRG改革后，科室着重提升医生
手术水平与精准度，通过微创方式结
扎静脉，阻止血液流动实施手术，既
可节省 5000元左右的耗材费用，病
人痊愈得也更快。2022年，贺智高所
在科室得到长足发展，成为人才汇聚
的“小高地”，培养出了一批医道圣

手。

就医检查正悄悄“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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