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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漏水引纠纷
网格调解促和谐

黄岛街道———

  □本报记者 谭宁
　　本报通讯员 宋飞
　　
  自“我爱青岛 我爱新区”
民生倾听主题活动开展以来，黄
岛街道社会治理专职网格员及
时了解、掌握居民的需求，组团
联动解决问题，助力辖区社会安
定有序，居民安居乐业。
  近日，黄岛街道阳光居社区
网格员薛青开展例行巡查时接
到居民王先生反映，自家储藏室
因楼上101户漏水而被浸泡，损
坏严重。王先生多次找101户租
户试图商量赔偿问题，却都因赔
偿金额出现分歧无果而终。
  话语间，王先生和101户租户
间的邻里关系已出现恶化。为
此，薛青和另外一名网格员王晶
先安抚王先生的情绪，又提出去
储藏室看现场情况，随后约101户
租户张女士一起商量此事。
  张女士表示自己愿意和解
赔偿，只是前期王先生态度蛮
横，让她感觉无法沟通。在薛青
的劝导下，双方当场制定了维
修、赔偿方案——— 张女士需将房
屋的卫生间重新做好防水，避免
再次出现漏水情况，同时需装修
粉刷王先生储藏室中因泡水而
损坏的位置。至此，这起漏水纠
纷得以解决，邻里间的矛盾也得
到了化解。

医保业务“家门口”就能办
西海岸已建成29处医保工作站，基本形成覆盖城区的医保基层服务网络

  □本报记者 张静
　　本报通讯员 张利利
　　
  2019年，为方便群众办理医保业

务，西海岸新区医保局经过充分调研

和流程再造，谋划并筹建了“全市通

办、就近能办、一窗多办”的医保工作

站，提升了医保监督管理水平。今年

以来，该局再以医保工作站为载体，打

造精简高效的政务新生态，让参保人

员办理医保业务更加便捷。

  市民在区立医院的医保工作站办理业务。□记者 张静 报道

  “去年，我们面对区内140万服务人
口和医保基金超支的压力，深入定点医
药机构开展‘四不两直’调研活动。通
过调研分析发现二级以上医院作为区
县级地区的医疗核心，收治了区内60%
的住院病人，使用了区内80%以上的医
保基金。”区医疗保障事业服务中心副
主任卢晨光告诉记者，如何牵住二级以
上医院这个医保管理中的牛鼻子、如何
将医保经办管理延伸至二级以上医院，
成为了当时亟待攻下的山头。为此，该
局针对定点医院业务权限小范围窄、对
医院医疗行为监管相对滞后等深层次
问题，创新探索在二级以上医院设立医
保工作站。方案形成后，得到了青岛市
局的鼎力支持和高度肯定。
　　“当时，我局选派业务骨干进驻，授
权办理医保业务，日常监管定点医院，
各科室作为强大的业务支持‘后援团’，
相关情况可直达局主要领导，实现医保
问题在一线发现、在一线解决，医保工
作在一线推动、在一线落实。”卢晨光介
绍说，综合考虑地理位置、机构规模、服
务人口等因素，首选了区中心医院作为
试点，于2019年5月17日正式对外服务。

  “我住东区，又患有慢性胆囊炎，生
病住院一般都在区中心医院。以前我
申办门诊大病，需要从医院出院复印病
历后，再到20多公里外的西区政务服务
大厅办理。现在，我就近在医保工作站
就办了，免了3个多小时的车程，太方便
了！”家住长江路街道的市民李荣德对
医保工作站的设立赞不绝口。
　　原来，区医保局梳理分析了门诊
大病申请、异地安置、长期驻外等医保
大厅办理量大的业务，将经办初审权
限全部下放至医保工作站，患者及家
属在医院即可享受到与服务大厅同样
的服务，实现了医保业务就近办、马上
办。“疫情防控期间，为减少人群聚集，
方便群众办理异地医疗，各个医保工
作站还承担了异地医疗费手工报销受
理业务。”卢晨光说。
　　如今，西海岸建成医保工作站29
处，另有6处正在建设中，基本形成了
覆盖城区的医保基层服务网络，让医
保服务站成为了服务百姓的“身 边
人”。除此之外，大厅业务量同比下降
30%以上，实现了医保事项创新服务，
打造了医保服务“西海岸速度”。

  众所周知，医保基金是群众的“救
命钱”，关系参保群众的健康福祉。为
此，医保工作站又成为了基金监管的

“前哨站”。
　　据了解，区医保局赋予医保工作
站日常监管职责，即工作人员日常不
定时巡查病房，检查在院在床率；重点
查处是否存在挂床住院、串换药品等
违规行为；督促医保医师及时规范书
写病历；督导医疗机构落实医保控费
措施，遏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等，改
变了过去医保监管相对滞后、侧重事
后处罚的情况。如此一来，原先的事
后监管变成了事前指导、事中监管、事
后反馈整改的医保监管闭环管理，完
善了医保基金监督管理体系，确保了
医保基金用在群众看病救命的“刀刃
上”，从整体上推动了全区医保监管水
平迈上新台阶。
　　民生无小事，件件连民心。下一
步，区医保局将做精、做细、做实医保
工作站，打造“保障有力、监管精准、服
务贴心、运行高效”的医保经办服务品
牌，为全省、全市医保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贡献西海岸力量。

宣讲员、指导员、网格员、综合执法队员、党员志愿者……灵山卫街道———

“五大员”引领垃圾分类新风尚
  

  
  □记者 李涛
  通讯员 沙见东 报道
  本报讯 今年以来，西海岸新区
灵山卫街道组织多部门协同推进、共
同发力，全力打好生活垃圾分类“攻坚
战”，助推生活环境更加清洁优美。
  “生活垃圾分类进入攻坚阶段以
来，我们发挥垃圾分类宣讲员、垃圾分
类指导员、社会治理网格员、综合执法
队员和党员志愿者‘五大员’职能，形成

‘讲知识、教分类、传事件、强执法、助服
务’的协同工作机制，让居民、社会从各
领域各层次了解和学习垃圾分类的知
识和政策法规，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不断走向深处，落到实处。”灵山卫街道
城市管理中心负责人郭金录说。
  为提高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知度
和参与度，该街道第一时间成立10人
垃圾分类宣讲团，从垃圾分类的意义
到“三化四分”知识，全面宣传垃圾分
类理念；印制10余万份宣传材料，开展

“垃圾分类进社区”等主题宣传活动50
余场次。
  同时，该街道成立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领导小组，健全“三员一办”制度，
目前共有专兼职垃圾分类指导员256
人，利用早晚生活垃圾投放高峰开展
驻点指导，面对面教居民投放垃圾，提
高居民的垃圾投放正确率。该街道社
会治理网格员作为信息传导的中间纽
带，在日常工作中也会及时对生活垃
圾分类进行宣传引导，更好地发现问
题，跟踪处置问题，使生活垃圾分类有

关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该街道还按照各部门分工，由城
市管理中心牵头，综合执法中队等部
门参与，每天对设施建设配套、信息完
善、垃圾分类指导员在岗履职等情况
进行全面巡查，并采用“排名亮亮相、
通报红红脸”形式，对各单位进行严格
考核。上半年，对不按规定进行分类
的责任人下达整改通知书30余份，下
达垃圾分类通报60余期，查处并整改
问题1800余处，促进了各单位垃圾分
类工作的积极开展。
  “社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党员包
片联户责任制后，我报名成了一名垃
圾分类党员志愿者。生活中我带头先
学先做，每逢节假日就到小区的垃圾
投放点进行驻桶指导，努力把小区的
环境再提升到更高档次。”学院路社区
党委书记宗绍锡说。

深入调研攻山头
找准经办管理“突破口”

深入实际惠民生
成为服务百姓“身边人”

深入一线抓督导
成为基金监管“前哨站”

（上接第一版）时尚城建设的重要内
容。发展海洋旅游，关键要把青岛
的海洋资源禀赋用好用足用活。要
加强顶层设计、高端规划，进一步做
好海洋旅游规划和政策保障，用市
场的逻辑、资本的力量深度拓展海
洋旅游业态和休闲度假空间，形成
新的旅游消费热点。要坚持平台思
维、生态思维，高起点引进海洋旅游
开发项目，深度挖掘海洋旅游资源，
提升游客旅游体验。
  王清宪强调，要加大资源统筹
整合力度，切实解决“九龙治海”和
海洋旅游低、小、散等问题，进一步
提升海洋旅游档次和服务水平。要
认真谋划、深度调研海岛开发，坚持
保护与开发并重，做好码头等基础
设施建设，科学合理、有度有序开发
利用海岛资源。要统筹谋划好海上
游与陆上游、白天观光与夜间经济，
支持规范发展帆船、潜水等海上运
动，丰富游艇观光、海洋牧场、餐饮
购物、文化休闲等多元旅游业态和

“亲海”形式，满足游客“吃住行游购
娱”一站式旅游需求，努力把胶州湾
打造成“不夜湾”。要强化与烟台、
威海、日照等周边城市联动，加大旅
游景点营销推介力度，积极拓展黄
河流域等更大市场。
  据了解，青岛海洋资源丰富，拥
有1.2万平方公里海域、817公里海岸
线和120个海岛，发展海洋旅游空间
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