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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珠海街道，社区居民不用走
远，在家门口就能办理多项高频医保
业务。这样的便利服务与珠海街道推
动经办服务多领域延伸，构建无感
式、嵌入式医保服务体系密切相关。

“为提升服务质效，我们实现了服务
网络、队伍能力、政策宣传、动态监管
四个全覆盖，畅通医保服务‘最后一
公里’。”珠海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人
社）主任王桂玲说。
　　服务网络全覆盖方面，珠海街道
坚持“线上+线下”双轮驱动。线下，街
道投入专项资金，高标准建成48个医
保工作站（点），将服务触角向基层延
伸，确保群众在办理医保业务时“找得
到人、问得清楚、办得成事”，真正实现

“15分钟医保服务圈”全域覆盖。线上，
依托“珠海街道就业直通车”小程序，
创新开发“医保工作站”模块，集成政
策查询与业务咨询等功能，累计服务
超5万人次。
　　队伍能力全覆盖方面，珠海街道
组建47支由村居协理员和公益性岗
位人员构成的社区医保服务队，每月
开展“医保明白人”专题培训，重点解
读各类医保政策，确保经办人员“答
得准、办得快”。截至目前，已培训经
办人员超1000人次。
　　政策宣传全覆盖方面，珠海街道
深入开展“政策面对面，服务零距离”
系列活动，组织医保宣讲团敲门入
户，将医保政策送到居民家中。同时，
结合招聘会与党建文化活动，开展

“政策赶大集”活动。街道还充分利用
凤鸣直播间、“就享家”直播间等线上
平台，由医保专员结合实际案例进行
直播答疑，让医保政策宣传无死角、
全覆盖。
　　动态监管全覆盖方面，街道充分
利用医保扩面“一户一档”平台，针对
漏保、断保问题开展“参保攻坚行动”，
累计摸排数据2万余人次，建立健全扩
面工作台账，动态跟踪人员参保状态。

　　珠海街道着力打造“三项创新机
制”，为医保服务注入强劲动能。“‘线
上+线下’融合、‘一窗通办’服务及

‘拒绝参保承诺书’三项机制，旨在为
参保群众提供更便捷高效的保障服
务，最大限度实现‘少跑路、跑短路、
就近办’。”王桂玲介绍。
　　珠海街道打造“医保+”多维服务
模式。“医保+网格”模式构建起全域
服务网络，依托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村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建成医保工作
站（点），让居民办理医保业务少跑腿；

“医保+智慧”模式是在“珠海街道就
业直通车”小程序开设“医保工作站”
模块，拓展政策查询、业务咨询等功
能，实现了医保服务的智慧化升级。
　　珠海街道创新推行的“一窗通
办”模式，整合了医保、社保等高频业
务，实现“一窗受理、一站办结”。过去，
群众办理不同业务需要在多个窗口来
回奔波，如今在一个窗口就能完成多
项业务办理，全年办件量达1.2万件。
此外，街道还落实“帮办代办”服务，为
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

办理60余次，真正做到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群众满意度达100%。
　　此外，为提高居民的参保意识，
珠海街道还在全区首创“拒绝参保承
诺”机制，进一步强化医保政策宣传，
压实工作责任。

　　“工作人员来到家里为我办理医
保缴费业务，真是太贴心了。”新松街
社区银河花园小区的王永高老人在
享受到上门医保服务后高兴地说道。
前不久，珠海街道医保专员韩露得知
新松街社区有了“移动办公桌”后，主
动加入上门服务小分队，帮助辖区居
民办理医保业务。这样温暖贴心的服
务场景，只是珠海街道创新医保服务
的一个缩影。
　　在日常工作中，街道不断提升线
上智慧服务效率及线下暖心服务水
平，通过“线上+线下”协同服务，切实
提升居民幸福指数。线上服务升级体
现在创新利用“珠海街道就业直通
车”小程序，在“医保工作站”模块开
发医保政策解读、业务通知提醒、医
保工作点查询等功能，实现线上线下
深度融合。线下服务升级则体现在工
作人员靠前服务、主动下沉，通过“移
动办公桌”便民服务模式，为居民提
供家门口的便利服务，切实减少居民
跑腿次数，提升为民办事效率。
　　珠海街道在推动医保工作规范
化、标准化、精细化过程中的典型经验
做法，受到广泛关注。6月4日，区人大
常委会调研组走进珠海街道，就医保
工作站“四三二”工作模式开展情况进
行专题调研指导，充分体现了各界对
珠海街道医保工作的关注与重视。
　　下一步，珠海街道将紧扣“温情在
珠海·医保进万家”工作理念，通过广
泛动员、精准施策，进一步加大医保扩
面工作力度，全力实现“应保尽保、全
民参保”目标，不断推动“四三二”工作
模式走深走实，让辖区居民充分享受
医保惠民政策红利。

　▲在珠海街道，医保经办业务实现“一窗受理、一站办结”。

　　□文/图 本报记者 董梅雪

  医保经办服务是保障民生福祉的关键环节，也是政务服务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服务效能直接影响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近年来，珠海街道
围绕更高质量“应保尽保”目标，精准有效开展医保参保扩面工作，通过
创新实施“四三二”工作模式，积极构建“15分钟医保服务圈”。该街道依
托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资源，建成1个医保工
作站、47个医保工作点。
  据统计，2024年，珠海街道通过构建“15分钟医保服务圈”，服务群
众超3万人次，办件量达1.2万件，群众满意度100%，珠海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人社）获评“2023年度青岛市先进基层经办单位”。

　　□本报记者 董梅雪
　　本报通讯员 杨敏 

　　“侯大爷，我们来看您了！”近日，
真情巴士志愿者薛冰洁、薛发展、薛荣
林、杨玉文、李志明和侯成军等6人提
着花生油等慰问品，来到孤寡老人侯
朋良家中。这已是他们与侯朋良老人
相伴的第8个年头。
　　2017年，薛冰洁在与同事交谈中
了解到侯朋良老人的情况。老人虽享
受国家保障政策和村委会日常照料，
但因患有帕金森综合征且终身未婚无
子女，时常感到孤独。得知这一情况
后，薛冰洁主动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
陪伴老人。当发现老人外出理发不便，
她立即联系会理发的同事，每月上门
为老人理发，这一坚持就是8年。
　　每个月的理发日，都是侯朋良最
开心的日子。志愿者们一到，老人就满

脸笑意地出门迎接。“大爷，咱们今天
还是剪个精神的发型。”志愿者们一边
熟练地挥动剪刀，一边和老人唠着家
常。理完发，侯朋良摸着清爽利落的头
发，笑得合不拢嘴。
　　随着入夏后降雨逐渐增多，志愿者
们化身“安全卫士”，对老人家中的电路
进行细致排查，更换老旧电线、修复接触
不良的插座。同时，他们还爬上屋顶，仔
细检查每一片瓦片，将松动、破损的瓦片
逐一加固、更换。看着志愿者们忙前忙
后，侯朋良感动不已：“这些年多亏了你
们，每次你们来，我心里都热乎乎的。”
　　真情巴士志愿者们用实际行动在
这个雨季为老人撑起了一片“爱的晴
空”。截至目前，真情巴士常态化帮扶
孤寡、空巢老人110余位，通过爱心陪
伴、义务理发等服务，将温暖传递到每
一位需要关爱的老人身边，让城市处
处涌动着爱的暖流。

“15分钟医保服务圈”圈出满满幸福感
四个“全覆盖”

畅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真情巴士志愿者八年如一日关爱孤寡老人

为老人撑起“爱的晴空”
　　□本报记者 董梅雪
　　本报通讯员 杨敏 

　　近日，真情巴士轮渡场站上演动
人一幕：80多岁的赵大爷手捧一米长的
巨幅感谢信，专程前来感谢东12路驾驶
员王志敏拾金不昧的善举。
　　时间回到5月30日下午，王志敏驾
驶东12路公交车时，车厢内多次响起手
机铃声。起初，他以为是乘客疏忽未接，
并未在意。直到车辆行至木厂口站，乘
客全部下车后，铃声依然持续不断。“谁
的手机落车上了？”王志敏在车厢内仔
细寻找，最终在座椅缝隙中发现了正在
响铃的手机。
　　这部手机的主人正是赵大爷。当
天乘车时，手机从口袋滑落，他却浑然
不觉。发现手机丢失后，赵大爷心急如
焚，赶忙用家人手机拨打自己的号码。
电话接通后，王志敏耐心安抚道：“您

别着急，我大约16时30分到达南泥站，
您在那等我，我开的是红色公交车。”
一句句贴心话语，让焦虑的赵大爷瞬
间安心。16时46分，王志敏驾驶返程车
抵达南泥站，在仔细核对信息后，将手
机归还给赵大爷。
　　几天后，赵大爷带着亲笔书写的
感谢信来到轮渡场站。老人紧紧握住
工作人员的手，激动地说：“一定要好
好感谢真情巴士，培养出这么优秀的
驾驶员！要是没有王师傅，我的手机哪
能这么快找回来！”面对赞誉，王志敏
谦逊地表示：“这都是分内之事，每位
驾驶员遇到都会这么做。”
　　在真情巴士，拾金不昧已成风尚。
2024年，职工累计捡拾现金30.76万元、
手机1200余部及其他贵重物品。这些发
生在十米车厢的暖心故事，不仅彰显了
驾驶员们的职业操守，更让诚信与温暖
成为城市流动的文明底色。

手写感谢信表扬真情巴士拾金不昧好司机

八旬老人的“一米谢意”

三项创新机制
让群众少跑腿、就近办

两大服务升级
“移动办公桌”暖心惠民

 珠海街道创新“四三二”工作模式，构建无感式、嵌入式全域医保服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