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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岁的跑步爱好者王曼
乐几乎每天坚持 10 公里左右
的跑步锻炼，当天他参加了此
次活动。他说，现在热爱跑步
的人越来越多，仅他们一个俱
乐部就有七八百人，生活水平
提高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
注健康、爱上跑步。

据了解，本次慈善迷你马
拉松由河南省体育局、郑开马
拉松组委会和安利公司联合主

办，旨在通过活动引领全民健
身热潮，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同时倡导公众参与公益和推动
慈善文化的建设。

本次比赛融入了慈善的概
念，报名不收取报名费，但每一
位参赛跑友在报名时捐献 10
元的爱心公益金，此笔善款将
定向捐给河南省足协用于开展
青少年足球基础培训，举办青
少年足球冬令营等活动。

我省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年底前合并实施

困难群众看门诊，最高救助5000元
重特大疾病最高救助2万元
日前，省政府转发了《关于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
作的实施意见》，我省的城市医疗救助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将从今年年底前合并实
施，同时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郑州晚报记者 裴蕾

《意见》提出，年底前，各
省辖市、县(市、区)要将城市医
疗救助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
制度整合为城乡医疗救助制
度，在政策目标、资金筹集、对
象范围、救助标准、救助程序
等方面加快推进城乡统筹，确
保城乡困难群众获取医疗救
助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
则公平、待遇公平。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和
特困供养人员是医疗救助的重

点救助对象。
今 后 ，各 省 辖 市 、县

(市、区)要对重点救助对象
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
个人缴费部分进行补贴，对
特困供养人员的个人缴费部
分将全额资助；对最低生活保障
对象的个人缴费部分，目前按不
低于每人每年 30 元的定额资
助，随着经济发展,政府将适时
调整资助金额。

住院救助方面，将对重点救
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
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中，对经基
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及各类补充医疗保险、商业保险
报销后的个人负担费用，按相应
的比例和限额给予救助：对最低
生活保障对象按年度救助限额

内不低于 70%的比例给予救助，
年度最高救助限额为 1 万元；对
分散供养特困供养人员按年度救
助限额内不低于 80%的比例给
予救助，对集中供养特困供养人
员按年度救助限 额 内 不 低 于
90%的比例给予救助，年度最高
救助限额为1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我省将全
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
作，各省辖市、县(市、区)可根据
当地救助对象需求和医疗救助
资金筹集等情况，适当拓展重
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对象范围，
积极探索对发生高额医疗费
用、超过家庭承受能力、基本生
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中的重病

患者实施救助。
综合考虑患病家庭负担能

力、个人自负费用、当地筹资情
况等因素，我省将分类分段设置
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比例和最
高救助限额，重点救助对象的救
助比例原则上为最高救助限额
内不低于 70%，最高救助限额为
2万元。

26日上午10点，郑东新区如意湖文化广场，2015纽崔莱“为
足球 爱奔跑”慈善迷你马拉松赛在郑东新区鸣枪开跑。蓝
天和阳光下，5000多名跑步爱好者带着欢呼和笑声浩浩荡
荡冲出起跑线，场面蔚为壮观。郑州晚报记者 马健 文/图

据悉，此次参赛选手中有
三四岁的孩子，也有七八十岁
的古稀老人，不少市民更是全
家总动员。

2015 纽崔莱“为足球 爱
奔跑”慈善迷你马拉松活动
起点和终点都设在如意湖文
化广场，全程 5 公里，采取慢
跑的形式，不计名次，很好地
体 现 了“ 全 民 健 身 、欢 乐 参
与”的理念。

此外，为了更好地互动，现
场还设立了“带球绕杆”、“夹球
直线跳”、“脚后跟射门”三个丰
富有趣的游戏，吸引了众多市
民及孩子的参与。

安利河南分公司总监孙建
平说，迷你马拉松是一种很好
的全民健身形式，融入了“为爱
奔跑”的概念，更是很好的创
意，希望更多的人动起来，更健
康，更快乐！

不少参赛市民是全家总动员

门诊救助每年最高5000元

住院救助每年最高1万元

重特大疾病最高救助2万元

5000多名市民带着欢呼和笑声冲出起跑线

不少市民全家总动员 善款将捐赠给河南省足协

低保个人缴费每年至少资助30元

郑州晚报记者昨日从郑州市
社会保险局获悉，针对部分居民
因故未能及时完成缴费的特殊情
况，医保缴费延期至12月30日。

延长缴费期间，已参保居民
可携带身份证或社保卡直接前

往市内任一中国银行储蓄网点
缴费即可，无需本人也可代办代
缴。新参保人员需携带户口簿、
身份证前往户口所属社区办理
参保手续。
郑州晚报记者 冉小平

■相关

还剩最后三天，居民医保缴费的请抓紧

困难群众如何享受门诊救
助？我省要求，门诊救助的重点
是因患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或
患重特大疾病需要长期门诊治
疗，导致自负费用较高的医疗救
助对象。

门诊救助病种包括：终末期
肾病(采用门诊血液透析或腹膜
透析方法治疗)、血友病(采取凝
血因子治疗)、慢性粒细胞性白
血病(采用门诊酪氨酸激酶抑制

剂治疗)、Ⅰ型糖尿病(门诊胰岛
素治疗)、耐多药肺结核(门诊抗
结核药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
(门诊药物治疗)、恶性肿瘤门诊
放化疗、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
疗、重性精神病人药物维持治
疗。可以根据疾病谱的变化适
时调整病种。

门诊救助比例为年度限额
内门诊医疗费用的 10%，年度最
高救助限额为5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