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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六统一”，将从多方面
让参保人员公平享受相应保险待
遇：

统一基本政策。在各统筹区域
内执行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
保险参保范围、缴费基数、缴费比例、
缴费年限、个人账户划入办法以及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和个
人缴费标准等政策，确保参保人员依
法缴费，公平享受相应保险待遇。

统一待遇标准。落实医保待遇
清单制度，执行统一的基本医疗保
险目录和支付政策，统一的普通门
诊、门诊重症慢性病、门诊特殊疾病
病种、住院医疗、大额医疗费补充保

险等待遇及支付标准，统一的生育
保险待遇及支付标准。

统一基金管理。基金实行市级
统收统支和市级财政专户管理，按
照险种分别建账、分账核算、分别计
息、专款专用，不得相互挤占和调
剂。各省辖市按照“以收定支、收支
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统一编制
基金预算，下达各县(市、区)年度收
支计划;预算年度终了，按规定编制
基金决算。

统一经办管理。加强医保公共
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各省辖
市、济源示范区执行统一的基本医
疗保险和生育保险业务经办工作流

程和服务规范，推进医保一站式服
务、一窗口办理、一单制结算，促进
医保公共服务均等可及。

统一定点管理。各省辖市、济
源示范区执行统一的定点医药机构
协议管理办法，对申请纳入协议管
理范围的医药机构执行统一的准入
条件、评估规则和工作流程。

统一信息系统。构建全省统
一、高效、兼容、便捷、安全的医保信
息系统，实现数据向上集中、服务向
下延伸，以满足基金统收统支管理
要求。执行全省统一的政务数据编
码标准，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满足工
作需求。

【目标】
郑洛新三市每万人口
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11件

《工作要点》明确，到2020年年
底，郑洛新三市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1%以上，其
中核心区比重达到6.2%以上；三市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达到48%以上。郑洛新三
市每万人口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到11件。

培育一批创新型企业。郑洛新
三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500家、国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3000家，其中核心
区分别为260家、1300家。

造就一批创新型人才(团队)。郑
洛新三市引进、柔性引进诺贝尔奖获
得者、“两院”院士等高层次创新创业
人才团队50个以上，其中核心区引
进20个以上。

建设一批创新型平台。启动建
设共性关键技术创新与转化平台3
家。郑洛新三市新增省级以上创新
平台100家以上，其中核心区新增60
家以上；郑洛新三市新增省级以上创
新孵化载体20家，其中核心区8家。

组建一批创新型机构。郑洛新
三市新培育引进5家新型研发机构。

农业农村部：
2856亿斤！
我国夏粮产量创新高

农业农村部19日发布消息，尽管
今年汛情急、灾情重，但由于防灾减
灾措施有力有效，旱涝灾害没有逆转
农业生产稳中向好的态势，如果后期
不出大的灾害，全年还将是个丰收
年。

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说，今年
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历史罕见
洪涝灾害等多重挑战，全国上下采取
超常规举措，使得农业农村发展呈现
总体平稳、稳中向好态势。其中，春
播粮食面积增加700多万亩，早稻面
积扭转连续7年下滑势头，奠定了全
年粮食丰收基础；夏粮喜获丰收，产
量达到2856亿斤的历史新高；早稻基
本抢收入库，增产到手，晚稻做到应
插尽插，有效降低了洪涝灾害对粮食
生产的影响。

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表示，目前已
进入秋粮产量关键节点，夺取秋粮丰
收还要过干旱、洪涝、早霜、台风、病
虫害等多个关口。东北地区要确保
安全成熟，前期受旱的地区要促进作
物恢复生长；黄淮海夏玉米主产区要
增加粒重；南方中晚稻主产区要提高
分蘖成穗率，并减轻“寒露风”影响。
下一阶段北方发生洪涝灾害、南方遭
遇密集台风的可能性较大，做好农业
防灾救灾和灾后生产恢复，是夺取全
年丰收的关键。 据央视新闻

应急管理部发布预警：
晋豫鲁等地需防范
风雹洪涝灾害风险

应急管理部8月19日发布未来
三日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预警提
示：受近期降水叠加影响，长江上
游洪涝形势严峻，四川、重庆、甘
肃、陕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
当前和前期受灾严重地区，需进一
步加强隐患排查和巡堤查险，强化山
洪泥石流临灾预警，落实落细人员转
移避险措施。

受今年第7号台风“海高斯”和强
降水影响，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贵
州等地山洪、城乡内涝、地质灾害风
险较高，部分地区需防范旱涝急转。
预计19~21日，华北、黄淮、东北等地
将有较强降水或强对流天气，山西、
河南、山东、辽宁等地需防范风雹洪
涝灾害风险。江淮、江汉、江南等地
仍需防范持续高温引发干旱、生产安
全事故、野泳溺亡等次生灾害风险。

据央视新闻

河南基本医保和生育保险将实施市级统筹

明年上半年实现“六统一”
8月19日，记者从省政府获悉，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全面做实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

险市级统筹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根据《意见》，明年6月底前，河南各省辖市全面做实基本医
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市级统筹，实现基本政策、待遇标准、基金管理、经办管理、定点管理、信息系统
“六统一”。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宋迎迎

《意见》明确，各省辖市、济源示
范区要在2020年12月底前出台具
体实施方案，并报省医保局、财政
厅、税务局备案。探索推进市级以

下医保部门垂直管理。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在2021

年6月30日前全面做实基本医疗保
险和生育保险市级统筹，实现基本

政策、待遇标准、基金管理、经办管
理、定点管理、信息系统“六统一”。

各省直管县(市)基本医疗保险
和生育保险维持现统筹层次不变。

参保人员公平享受相应保险待遇

明年6月底前实现“六统一”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工作要点出炉

三市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2020年要达到每万人口11件

近日，河南省科学技术厅印发了关于《2020年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工作要点》的
通知（以下简称《工作要点》），从深化改革创新、推动重大载体建设、加大创新主体培育力度、扩大科
技开放合作、强化项目引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等六个方面共十七项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

深化改革创新。今年，河南省
要持续推进自创区改革创新，在立
法保障、市场化生态环境营造、先
行先试政策探索等方面取得新突
破，为自创区发展创造宽松环境。

推动重大载体建设。鼓励支
持郑州高新区重点围绕传感器产
业领域，打造智能传感器产业共性
关键技术创新与转化平台；洛阳高
新区重点围绕智能装备产业领域，
打造智能装备产业共性关键技术
创新与转化平台；新乡高新区重点
围绕生物医药产业领域，打造生物
医药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创新与转
化平台。

加大创新主体培育力度。自
创区要建设一批国字号的创新平
台，加快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
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国家
农机装备创新中心等重大公共创新
服务平台建设，谋划建设嵩山实验
室、黄河实验室、农业供给安全实验
室，夯实国家实验室创建基础；围绕
自创区优势学科领域，加快建设省
实验室和省技术创新中心。

扩大科技开放合作。支持郑

州举办2020世界传感器大会、强
网杯、北斗年会等系列品牌大会；
支持洛阳积极争取“中国创新创业
大赛行业总决赛”，办好“中欧(洛
阳)工业设计大赛”“创业之星”等
赛事活动。支持新乡举办第三届
高校院所河南科技成果博览会。

强化项目引领合作。组织实
施好自创区产业集群专项、“十百
千”转型专项，突破一批“卡脖子”
技术，支撑主导优势产业提质增
效，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
大，引领带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

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支持郑
州高新区探索推进与金水科教园
区等辐射区及荥阳市、新密市、上
街区等地相关园区实施“一区多
园”托管试点；洛阳高新区探索与
豫西北各地市、周边县区共建产业
园区，完善合作共建、产业共建、利
益共享合作机制；新乡高新区强化
核心区主体地位、推动辐射区差异
化发展，探索开展“一区四园”联合
治理机制，构筑区域协调发展格
局。 据河南政府网

【重点任务】
自创区要建设一批国字号的创新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