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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带医保卡亦能异地就诊
一部手机，不用带医保卡，就能实现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异地就诊

并直接结算。 近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医保同城化建设多项便民利好措施落地见效，异

地就医免备案范畴从门急诊就诊扩大至住院结算，青浦、吴江、嘉善率先实现“医保电子

凭证一码通”，三地参保人在示范区内 75家医疗机构门（急）诊就医时可使用医保电子凭

证直接结算。 参保人只需在手机上激活医保电子凭证，就能实现“不带社保卡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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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实现“医保电子凭证一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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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过八旬的徐祖昌是青浦金泽镇

的一名退休教师，从事教育事业四十?
载。从最初的建国村小学到金泽小学，

他看着一批又一批学生走出金泽，步入
各行各业，他感慨，“从台前到幕后，我

深深感受到了时代的更迭……”
回忆起四十?年的教书生涯，徐祖

昌至今仍记忆犹新。新中国成立初期，

乡村教育事业刚刚起步，广袤农村急需
教师力量。1958年的盛夏，徐祖昌入职

金泽镇建国村小学。这一站上三尺讲
台，就是四十三年。他清晰地记着，那

时村里的小学一年级只有一个班，低矮
的屋檐下挤着 54个稚嫩的脸庞。当时

高年级的学生会到另一个稍远的公立
小学里学习，由于教师资源的匮乏，从

二年级到五年级，语文、数学以及体育、
美术都由同一位老师任教。

年轻时，徐祖昌将所有的精力都放
在教学事业上。白天授课时，他辗转于

各年级的课堂中，给一个班级布置完自
习的作业，就急忙地赶到另一个教室开

始另一节课，循环往复。晚饭后，徐祖
昌习惯坐在备课桌前准备第二天的内

容，伴着泛黄的教学手册和铅笔头，小
块黑板和白色粉笔。简单质朴的日子

里他“寓教于乐”，日子一天天过去。入
职后的第四年，徐祖昌主动递交入党申

请书，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60年代初的饥荒时期，徐祖昌被

派去当粮食管理员。返乡后，他的工作
地点转到了镇上的金泽小学，继续为一

批又一批的农村孩子启蒙授业。这时，

学校的师资、教学设备变得更好，能够
来读书的学生也越来越多。“我自己的

四个孩子也是自己的学生，有个女儿也
从事于教育行业”，在徐祖昌看来，农村

的孩子需要得到更好的教育培养。他常
告诉学生，“多读书就能出去看世界，无

论多难，都要争取读完初中的机会”。令

他欣慰的是，基层教育的意识慢慢深入
人心。

改革开放以后，一栋栋小楼在城
乡间建造起来，陆续有外来人员到金

泽务工，他们将子女送到金泽小学读
书。徐祖昌教育着“城市建造者”的后

代们，他说：“做好了学生的教育工作，
我也算为城市化发展贡献了一份力

量。”长期奔波于教学一线的徐祖昌退
休后，仍时刻关心着金泽镇的教育事

业，“每一个从这里毕业的孩子，我都
或多或少地有些印象，希望镇上的办

学质量越来越好”。
“每天早起散步，喝喝茶，或是随

子女去苏浙的农?乐来一场短途旅
行，这是属于徐祖昌的退休闲暇时

光。令他欣慰的是，学生们也会逢年
过节地来探望他，“现在我年纪大了，

走不了远路，但我的子女孙辈还有学
生都会给我讲一些外面的故事。金泽

镇是沪苏浙的交界，随着长三角的一
体化，我相信金泽镇的发展一定未来

可期。”
本报记者 杨欢 实习生 毛佩筠

    古代民间曾有这样一种传言：帝王宫殿的

地上铺满了光亮似镜的金砖。北京故宫太和殿
的地面上，就铺设着一层质地密实、颗粒细腻

的“金砖”，敲之作金石之声。然而这所谓的“金
砖”，其实并非由金石制成的砖，而是一种由泥

土烧成的“京砖”。

自古以来，位于浙江嘉善中部的干窑镇
便是京砖的主产地之一。因为嘉善当地的土

铝含量较高，所以出品的京砖光滑平整，敲击
时声音清脆悦耳，即使经过时间的洗礼也不

会泛黄。京砖除了铺地外，还可雕刻图案后用
于装饰。

干窑是历史上有名的“窑乡”，据传乾隆皇

帝在题写“千窑之镇”时，一时笔误，将“千”写
成了“干”。此后，干窑这个让人有些摸不着头

脑的地名便流传了下来，这个小镇也成为嘉兴
乃至江南一带砖瓦业的中心。京砖制作工艺极
为复杂，从取土到成品大约需历时三个月。或

许人们很难想象，这样一块小小的砖需经历取
土、制坯、排潮、晾晒、烧制、打磨、浸泡等数十

道工序。2009年，嘉善“京砖烧制技艺”被列入
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然而由于工艺繁复、耗时耗力，传统土砖
窑逐渐被取代，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现在嘉善

县只有六座窑厂，干窑镇有四座，沈?窑占有

两座。”沈?窑第六代传承人沈刚说道。位于干

窑治本村的浙江省级双非遗文保单位沈?窑，

“拥有 300?年的烧窑历史，其间从未间断过，
烧制技术由祖祖辈辈代代相传。”
沈刚介绍，烧制一窑京砖大约需要 25天

时间，每窑能出一万二三千块方砖。以往，出装
窑要三十多人，现在窑厂采用半机械化，只需

十五六人。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年，去年
底，沈?窑使用嘉兴南湖湖心泥烧制了独具匠

心的“建党百年”纪念砖。这批纪念砖共有两
种制式，其中红砖 1921 块，青砖 2021 块，寓

意中国共产党 1921年成立以及 2021年建党
百年。3月 23日，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倒计

时百天之际，沈?窑窑工代表将亲手烧制的
“建党百年”砖，移交到嘉服集团和嘉城集团的

接砖代表手中，将用于 1∶1还原嘉兴火车站站

房建设。
在沈刚看来，沈?窑不仅是一座活的古

窑，还是一座传播窑文化的活遗址。“京砖制作
技艺要传承、要发展，一方面要提升京砖的质

量，走精品品牌路线；另一方面要挖掘窑文化
深厚的底蕴，吸引更多的人去学习京砖制作技

艺，将这门江南特色技术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黄佳琪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成立以来，

医疗领域一体化改革蹄疾步稳。去年 8

月，示范区青吴嘉三地率先实现异地

门诊结算免备案，区内约 230万参保
居民无需办理备案，就能在定点医院

门急诊刷卡就医。前不久，这项政策迎

来“再升级”，示范区异地就医免备案
范畴扩大至住院结算。冯建珍表示，两

区一县未来还将探索更多“同城化”便
民医疗服务，在门诊的特殊病和门诊

的慢性病等方面继续努力，实现医保
一体化。 本报记者 杨欢

    来自浙江嘉善的杨先生就

在上海青浦朱?角人民医院体
验了不带社保卡看病的便利。6

月 8 日，他到青浦区出差，突然
感到腹痛不适，到朱?角人民医

院就诊，突然发现没带医保卡。
“我当时有点着急了，想着可能

要办自费卡才能看病了。询问了

医院收费服务窗口后才知道，只

要激活手机里的医保电子凭证，

不用带医保卡也可以在示范区
内异地就诊付费。”在自助挂号

机上，杨先生轻松完成了挂号，
“医保电子凭证打开，出来扫码

的界面，去扫医保电子凭证二维
码，稍等片刻之后，可以选择门

诊科室，点确认支付成功，挂号

就来了，非常方便。”
同样体验了“脱卡就医”的

还有在浙江嘉善出差的苏州吴

江人赵先生。他表示，之前从朋

友那里听说示范区开通了医保
电子凭证，可以“脱卡就医，一码

结算”，便趁着在嘉善出差时试
用一下。在院方人员的指导下，

赵先生通过简单的几步就在手
机上开通了医保电子凭证，成功

“刷码就医”。“比我想得要简单

便捷很多，以后在示范区内出差
期间也不用一直揣着医保卡

了。”

    通过手机支付宝或者随申办等

APP搜索医保电子凭证，激活以后
就可以凭二维码，在医院的自助挂

号机上挂号就诊。医保电子凭证由
国?医保信息平台统一签发，参保

人办理医保业务的身份凭证，只需
在手机上激活医保电子凭证，就能

实现“不带社保卡看病”。目前，示范

区内已有包括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青浦分院等 75 ?定点医疗机构
门（急）诊可以实现异地就诊直接结

算。青浦区医保事务中心主任冯建
珍表示，今后，青吴嘉三地参保人在

示范区内医疗机构门（急）诊就医
时，均可使用医保电子凭证直接结

算，无需携卡即可结算服务，在示范

区医保公共服务便利共享中有更多
获得感。

异地就诊 省力

自助挂号 省时

脱卡就医 省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