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汶上参保人员生育“零负担”
10月起济宁市直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范畴

本报济宁6月18日讯(记者 贾
凌煜 通讯员 尹承法) 15日起，
汶上县参加生育保险的人员，住院
分娩个人不用再花钱了。另外，参
保人员在孕检、分娩、计生手术方
面的医疗费，由生育保险基金定额
补贴给医院。今年10月，济宁市直机
关事业单位人员也将纳入生育保
险范畴。

18日，在汶上县人民医院，赵女
士轻轻地抚摸着襁褓中的女儿。16

日刚刚分娩的她成为第一个享受
到零负担的参保人员。

“我在次丘镇中心卫生院工
作，2011年参加了生育保险。15日住
进医院，实施剖宫产手术已产生
4000元左右的医药费，听说出院时，

这些钱不用自己交了。”赵女士说，
得知将实行生育零负担政策后，她
到汶上县医疗保险处和汶上县人
民医院备了案。30岁的她和丈夫不
停地感叹遇到了这样的好政策。

去年年底，济宁市计划实行
生育零负担政策。经过几个月的
准备，汶上县人社局率先确定县
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及县妇幼保
健院为生育保险综合定点医院，
其中县妇幼保健院为产前筛查定
点医院。除企业参保人员，2011年
11月，汶上县将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全部纳入生育保险范畴，目前
全县企事业单位生育保险参保人
员达23198人。

自6月15日开始，经过备案的

人员，在政策范围内的生育费用
实现零负担。汶上县医保处与定
点医院，按定额标准结算生育医
疗费和计划生育手术医疗费用，
除生育职工及家属要求提供特殊
医疗服务外，定点医疗机构不得
向生育职工另行收取费用。

生育保险基金定额补贴给医
院的具体标准为，孕期检查医疗
费1000元；在一、二、三级医院分
娩的定额标准分别为2000元、2500

元和3100元。而产后大出血在生
育保险政策范围内的医疗费，由
生育保险基金据实结算。

“参保人员结婚后任选一所
医院进行备案，生育时即可享受
零负担政策。”汶上县医疗保险处

主任胡胜中介绍，6月15日之前未
生育、但已发生孕期检查医疗费
的，按原规定到县医疗保险处结
算。另外，在汶上县参保，到异地
医院进行检查及分娩的人员，需
经汶上县医疗保险处备案同意，
在异地医院分娩后，携带缴费票
据到原医保处按照规定实行报
销。

除汶上县参保人员生育不再
缴纳费用，济宁市直企业参加生
育保险的人员也已实现了零负担
政策。另外，市直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将于1 0月份纳入生育保险范
畴。其他县市区正在积极协调，争
取早日实现这项政策，减轻参保
人员负担。

食用油价格下调一成左右
其中大豆油、调和油降价较为明显

本报济宁6月18日讯 (记者
庄子帆) 18日，记者走访城区多家
超市了解到，食用油的价格有所下
降，以大豆油、调和油下降较明显。

18日上午，记者走访城区三家
超市发现，在销售食用油的区域

“促销”大字都被放在了显眼的位
置，特价食用油成了促销的主角。
在一家超市，由于做店庆活动，某
品牌5升的大豆油原价55 . 5元，现在
只卖39 . 5元。金龙鱼5升的大豆油原
价是60 . 9元，现在降到了53 . 9元，降

幅在11 .5%。该超市的一名销售人员
告诉记者，一桶60 . 9元的价格保持
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在半个月前降
到了50多元钱。

“几乎所有品牌的大豆油价
格都有小幅的波动，平均降价在5

块钱左右。”银座超市的相关负责
人说，。

记者走访超市发现，降价的
不光是大豆油，一些品牌的调和
油也下调，而且花生油、玉米油等
其他食用油也做起了促销。记者

在超市看到，一品牌4升装的玉米
油原价79 . 1元，促销的价格是69 . 9

元。
大润发超市的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在6月初，最先降价的是金
龙鱼的花生油，而且降幅也是所
有品牌油当中降幅较明显的，5升
的大豆油降幅接近10元，而且龙
大品牌的调和油紧跟着降价，花
生油的降幅不是很明显。“目前，
已经接到多个厂家要对食用油进
行调价的通知，大约明天就会以

新的价格进行销售。”该工作人员
介绍，食用油的价格具体下调多
少，目前还不能确定。

“棕榈油的主产品马来西亚、
印尼、菲律宾，大豆的主产区南
美，以及欧洲的菜籽油，今年的收
成都很好，油料供给过剩，但食用
油的需求却很稳定，供大于求，导
致了价格的下降。”业内人士耿先
生说，从4月开始，食用油的价格
开始走低，大豆油由1万元/吨降
到7500元/吨，降幅达到25%。

发布“西瓜地图”

设77个西瓜疏导点

本报济宁6月18日讯(记者 王洪
磊 实习生 刘旭) 济宁市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局制定“西瓜地图”，在城
区内设立77处西瓜疏导点，变堵为
疏，为瓜农进城销售提供场所和相关
服务。 18日上午9点，天气有些闷
热，“现在西瓜的价格是1 . 6元一斤，
买得人比以前更多了。”老徐在越河
桥桥头的销售点上摆放了几十个产
自泗水的西瓜，她介绍，今年较好的
西瓜行情让她觉得生意虽然苦点，但
值得继续坚持。

老徐在桥头卖西瓜有将近10年的
时间了，每年最让她担心的事就是综
合执法队员来查她的摊子。“以前他们
隔三差五地来治理，有时候还会禁止
在此处销售西瓜。”老徐忧虑地说到。

“综合执法局将要在桥头处设立
一个西瓜疏导点，瓜农和商贩在疏导
点内就可以合法地销售瓜果，只要符
合相关规定，执法队员就不会治理、取
缔水果摊。”当听到记者介绍将在此处
设立西瓜疏导点时，老徐脱口而出地
说：“那样的话就太好了，我一直希望
能有个固定的合法的经营场所来经营
水果生意，这样心里才能更踏实。”

“每到夏季，济宁周边的瓜农就要
进城卖瓜，瓜农和商贩摆摊妨碍交通，
瓜皮乱扔影响市容，城管队员规范管
理往往疲于应付，效果不佳，一直是城
市管理的老大难问题。”济宁市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既
然治理效果不佳，不如变堵为疏，向瓜
农摊贩提供相关服务，所以今年首次
绘制了“西瓜地图”，在设立西瓜销售
疏导点，方便瓜农进城卖瓜和群众就
近购买。

按照“地点开阔、不影响交通、和
居民点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则，济宁市
综合执法局编制了一张“西瓜地图”，
图上标明了设立的77个西瓜临时销售
点，统一编号，注明详细地址，其中市
中区40处，高新区14处，任城区21处，北
湖区2处。

“周边瓜农和商贩可以直接到设
置的临时销售点销售西瓜，从6月开
始，到9月截止。”济宁市综合执法局市
中区分局济阳大队孔宏业说，瓜农应
在当地村委会或居委会开具瓜农身份
证明，才能在销售点售瓜，而且在临时
销售点销售西瓜并遵守市容管理规定
的，城管队员将不按违章占道处理，不
罚款，不没收经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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