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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疗保障局、财政部日前发布
的《关于推进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
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在2020年底前，
依托“国家异地就医管理系统”进一步
扩大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范围，
探索全国统一的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制度体系、运行机制和实现路径。

我国计划在2021年底初步建成全
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包含公共服
务、跨省异地就医管理等14个业务子
系统。其中，跨省异地就医管理子系统
又称为“国家异地就医管理系统”，已于
2020年5月初正式上线使用。

通知要求，将分类指导北京、天津、
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西藏12个试点省区市
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管理系统，进一步扩
大试点统筹地区、试点医药机构和直接
结算范围。坚持先省内后跨省、先普通
门诊后门诊慢特病，结合各地信息平台
建设实际情况和全国统一信息平台建
设要求，优先联通就医地集中、参与意
愿高的地区，成熟一个、纳入一个，稳步
推进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工作。

同时，其他有条件、有意愿的省份，
比如已基本实现省内门诊费用直接结
算，能够按时高质量完成接口改造等，
可在10月10日前向国家医保局报送
试点申请，11月底前完成系统改造，12
月底前经国家医保局验收后试运行。

通知要求，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试点将坚持分级诊疗制度，引导参保人
员有序就医。坚持基本医疗保险异地
就医政策、流程、结算方式基本稳定，统
一将异地就医纳入就医地经办机构与
定点医疗机构的谈判协商、总额控制、
智能监控、医保医师管理、医疗服务质
量监督等各项管理服务范围。

按照通知要求，跨省异地就医人员
直接结算的门诊费用，原则上执行就医
地规定的支付范围及有关规定（基本医
疗保险药品、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
等的支付范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起
付标准、支付比例、最高支付限额、门诊
慢特病病种范围等报销政策执行参保
地规定。

（新华社）

1日，国庆节，巧合的是这一天
也是中秋节，双节上演“喜相逢”。
天文专家表示，出现这种特殊情形，
主要是“闰月”的结果。中秋再逢国
庆长假，下一次是2025年，而“双
节”再现同一天则要等到2031年。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
会理事赵之珩解释说，中国的农历
规定大月30天，小月29天，一年12
个月共354或355天，比一个回归
年的天数少11天左右，3年累计下
来，就超过一个月。久之，就会出现

时序和天时错乱的怪现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采用在

农历年里增加“闰月”的办法，即在
有的年份安排13个月，有两个一样
的月份。置闰的规则依据二十四节
气来定。

“中秋节一般出现在阳历9月
7日至10月7日之间。‘闰月’如果
加在八月之前，大多数会造成中
秋逢国庆长假的情况。阳历10月
1日至10月7日，每一天都有可能
赶上中秋。农历庚子鼠年被安排

了一个‘闰四月’，导致了中秋逢
国庆长假现象的发生，巧合的是，
中秋与国庆还落在了同一天。”赵
之珩说。

天文专家表示，中秋逢国庆长
假是正常历法现象。就21世纪里
的这100年而言，有21个年份的中
秋落在了国庆长假中。上一次出现
在2017年10月4日，下一次是在
2025年10月6日。而中秋和国庆
同一天，则要等到2031年。

（新华社）

2025年中秋将再逢国庆长假
“双节”同一天则要到2031年

今年10月是我国第11个“敬老
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近日决
定开展主题为“弘扬养老孝老敬老
传统，共建共享老年友好社会”的
2020年全国“敬老月”活动，启动实
施“智慧助老”行动是其中重要内容
之一。

如何缩小信息时代给老年人
带来的“数字鸿沟”，切实保障老
年人的合法权益？《全国老龄工作

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 2020年全
国“敬老月”活动的通知》提出启
动“智慧助老”专项行动，动员家
庭成员、社区服务人员、志愿服务
组织、老年大学等对老年人开展
智能手机使用培训；加强防网络
诈骗、电子通信诈骗知识宣传，帮
助老年人掌握防骗知识和技能；
鼓励相关企业加强产品研发，设
计老年关怀版、一键进入的简约

操作程序和便捷阅览界面等。
通知还提出，积极搭建慈善募

捐平台，广泛动员爱心企业、社会人
士开展募捐活动，解决贫困老年人
无智能手机可用的问题；超市、银
行、医院、火车站、地铁站、公交车等
老年人频繁活动场所，应保留必要
的人工服务，满足不会使用智能手
机老年人正常服务需求。

（新华社）

“敬老月”启动实施“智慧助老”行动

五星红旗耀太空！
“天问一号”如何完成“太空自拍”？

如何在太空中拍摄
“天问一号”奔火身影？

自我国首次自主火星探测任
务立项以来，如何做好火星探测器
在轨工作状态的可视化监测就成
了研制团队面对的重要任务之
一。为了获取“天问一号”在奔火过
程中的全貌状态，八院火星环绕器
工程测量分系统团队专门设计了
一套由多个“质量小、个头小、能耗
小”的“小家伙”组成的监测系统。

在地面自拍时，人们可以借助
自拍杆等辅助工具，在选好角度、光
影后进行拍摄，而“天问一号”的自
拍却没有这么简单。

专家告诉记者，由于本身个头
较大，如果采用自拍杆策略，“天问
一号”需要使用一个长达15米的自
拍杆才能实现全貌自拍，不仅资源
消耗大，而且容易产生安全隐患。

为此，八院火星环绕器工程测量
分系统团队提出“分离式监测方案”，
即在合适的光照条件下“抛”出一个轻
型相机对“天问一号”进行拍照，并实
时把图像传回“天问一号”探测器上。

一次性双摄WiFi相机

为了成功实现分离式监测方
案，八院火星环绕器工程测量分系

统团队需要一个能“分得出去、拍
得清楚、传得回来、坚持得住”的

“小家伙”：采用轻小型低冲击解锁
分离装置使相机“分得出去”；采用
彩 色 成 像 ，配 置 800 × 600、
1600×1200两档分辨率的相机让
图像能“拍得清楚”；采用可实现
400米无线通信的超强WiFi通信
让数据能“传得回来”；采用可提供
长于1小时供电的一次性电池让
相机能够“坚持得住”，让地面能够
一览“天问一号”奔火的全貌状态。

考虑到相机在逐渐远离探测
器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翻转，研制团
队将相机设计为正反双摄像头，保
证相机在翻转过程也可以尽可能
多地拍摄到探测器图像。经过四
年的攻关研制，这个总重约950克
的“小家伙”历经重重考验顺利搭载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进入太空，
并将重约680克的摄像头成功分离
出去，收获了清晰的图像，圆满完成

“天问一号”全貌可视化监测任务。

上太空，这面国旗不
一般

作为八院火星环绕器工程测
量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上的国旗
是为了任务专门设计与研制的。

此次任务使用的国旗尺寸约为39
厘米×26 厘米，稍小于一张A3
纸，重量仅为144克。

专家介绍，为了尽可能减轻重
量、保证平整，国旗图案用特殊颜
料经特殊套印工艺喷涂在一张铝
板上。为了确保历经太空恶劣环
境考验后仍然可以鲜艳完好，国旗
在经历了辐照、高低温交变、低温
存储等多重试验考核后，才最终安
装在探测器侧面。

目前，八院火星环绕器工程
测量分系统已经圆满完成了包括
太阳翼展开、定向天线展开、探测
器自拍等在内的多项任务。在接
下来的地火转移飞行中，八院火
星环绕器工程测量分系统还将持
续开展任务，定期对太阳翼、定向
天线的运行情况进行可视化监
测，继续为“天问一号”的探火之
旅保驾护航。 （新华社）

一个重量仅680克的相机与探测器完成解锁，以约0.2米每
秒的速度逐渐远离探测器；在逐渐远离探测器过程中，由近及远拍
摄下带有国旗的“天问一号”探测器本体……10月1日，在举国欢
度国庆、中秋双节之际，国家航天局发布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天问一号”探测器飞行图像，五星红旗在太空闪耀。这张自拍照
是如何完成的？记者采访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的研制团队。

我国将进一步扩大
门诊费用跨省
直接结算试点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