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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大数据

的快速发展，不少人通过

网上预约、挂号、买药。如

今，“大医院”的专家们对

老百姓而言也“近在眼

前”。专家认为，“互联

网+医疗”有巨大的发展

空间，在增强患者就医便

利性、提升医疗服务供给

效率、促进医疗资源合理

配置等方面，将发挥更加

积极的作用。

打开APP、小程序交水电费；使用微信、支付宝缴纳供暖

费；在银行自有平台上支付社保费用……越来越多用户选

择利用线上方式缴纳各项费用。专家认为，民生无小事，缴

纳这些费用看似细枝末节，却是公共服务的重要一环、关乎

民生的大事，线上缴费能为人们带来更加方便舒心的生活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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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减少时间成本

最近北京市民崔阿姨家里更换了新的燃
气灶，进入北京燃气小程序后，扫描燃气灶
一侧的条形码可以绑定自家账户，“置换后直
接通过手机交费，不用去营业厅办理，也不
用现场排队等号，省去了很多麻烦。”崔阿姨
告诉记者，“支付宝和微信里有生活缴费专
区，水电费、电话费、供暖费等都可以缴
纳，特别好用。”

个体家庭的小小变化背后，蕴藏着民生
缴费线上化的趋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院等去年底发布的《数字便民新生活——2022
年中国便民缴费产业报告》显示，在数字技术
的推动下，基础生活、政务、医疗、出行、
教育等场景的缴费体验持续优化，便民缴费
的线上化占比持续提升。

大家为何越来越青睐网上缴纳水电等
基础生活费用？这是因为它具有少跑腿、

高效办、不受时空限制等优势，相较于前
往现场办理有效减少时间成本。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谢绚丽指出，线
上业务弥补了线下缴费的不便，电费和燃
气费的总体线上缴费规模及频率上升，说
明线上缴费趋势不可阻挡。

专家认为，基础生活缴费线上化是数字
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项数字服务持
续创新，激发了线上缴纳各类生活费用的活
力。随着数字化服务质量逐步提升，这类缴
费的线上化程度以及相关 APP适老化、区域
间均衡发展水平还将继续提高。

异地缴费不用跑腿

不久前，专车司机王师傅在线上跨省缴
纳了社保费用。王师傅家在河北邢台、人
在北京工作，收到老家关于缴纳下一年度
社保费用的通知后，他通过光大银行“社保

云缴费”小程序完成操作，解决了往返奔波
的不便。

如今，原籍不在当地、因工作或上学等
原因来到其他城市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应该
为他们提供便捷可及的社保缴费服务，让其

享受到完善的医疗和养老保障。
为此，多地积极拓宽社保缴纳渠道，大

力推广线上异地缴纳社保，使这部分人群不
必跑回原籍也能交上社保。以光大“社保云
缴费”为例，其已累计服务超2亿人次，支持

28个省级行政区的城乡居民和灵活就业人群
在线缴纳社保，为异地就业、偏远地区人员
解决了往返奔波的不便。微信相关负责人表
示，已有超 1.1 亿人使用微信支付异地缴纳
社保。在相关部门加强数字化服务的背景
下，大量游子即便在外打拼也能及时缴纳家
乡社保。

数字人民币激发支付新活力

如今，数字人民币逐渐落地，为便民生
活缴费方式增添了新路径。例如，陈女士
在中国工商银行福州闽都支行营业厅，使
用数字人民币成功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样
缴纳个税速度快，体验感很好，以后我会
更多尝试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

中国工商银行福州闽都支行营业厅的
工作人员介绍，从陈女士提出业务办理申
请到受理成功，仅用时一分钟左右。使用
数字人民币缴费，为大家提供了缴纳税费
的新途径，进一步丰富了数字人民币应用
场景。

据了解，福州市去年正式成为数字人民
币试点地区，在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的指导下制定工作方案，以通用场景为切入
点、逐步在全市全域推开试点，其中便民生
活缴费是数字人民币使用的一大重要场景。

截至目前，中国有 17 个省（区、市）的部
分地区试点数字人民币，在这些试点地区
形成的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经验，为支持
便民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提供了有益探索。
不少供电公司开通数字人民币在线支付电
费功能，用户不仅可以在线使用数字人民
币支付电费，还能领取红包并直接减免到
缴纳费用里。

据了解，在江苏省苏州市，数字人民币
实现民生服务领域全面覆盖，2022年苏州市
水费、电费、燃气费等各类民生缴费使用数
字人民币超1.3亿元，这一过程加速了人们对
数字人民币的了解和使用进程。

专家认为，持续完善的数字人民币生态
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能吸引更多用户
选择和体验数字人民币。而作为数字人民
币使用场景之一的基础生活缴费，也会迭
代更新、更为便捷实用，走入更多家庭的
生活。

方便高效，省心省力

动动手指，轻松线上缴费
本报记者 王晶玥

本报石家庄电（记者史自强）近日，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 《河
北省数字经济领域技术技能人才培育项
目实施方案》，提出全省将围绕智能制
造、区块链、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等数
字技术领域新职业，实施规范化培训、
社会化评价、项目化管理。紧扣数字经
济发展对数字技术人才的需求，全面加
强继续教育，培养有良好的科学素养、
精于实操应用、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工
程技术人才，努力培养高水平数字技术
工程师。

根据方案，河北将采取线上线下相
结合方式，分职业、分方向、分等级实
施规范化培训。同时，实施多元培养，
引入现代化手段和方式开展培训，积极
探索举办数字技术技能竞赛、数字经济
技术技能人才论坛、数字人才专题研修
等活动，充分发挥以赛促学、以会促育
的人才培养作用。

在政策保障方面，河北将认定继续

教育学时。参加数字人才培育项目的培
训学时可登记为参训人当年继续教育专
业课学时，作为年度考核、晋升和职称
评定的重要依据。

根据方案，对参加数字人才培育项
目且符合省内职称申报评审范围的人员，
取得初级、中级专业技术等级证书的，认
定其具备相应系列和层级的职称；取得高
级专业技术等级证书的，可作为申报评审
高级工程师重要参考。用人单位在聘的
数字经济领域各层级高技能人才，可申报
相应层级的数字人才培育项目培训，取得
专业技术等级证书的，享受贯通专业技术
职称政策。

此外，河北将落实扶持激励政策。各
类用人单位对在聘的高级工、技师、高级
技师在学习进修、岗位聘任、职务职级晋
升、评优评奖、科研项目等方面，参照相应
层级专业技术人员享受同等待遇。对在
各级各类技术技能竞赛中获得优秀名次
的数字人才，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河北加大力度培养数字经济人才

近日，“嘉兴市图书馆元宇宙阅读体验馆”在浙江省嘉兴市图书馆揭幕，同时嘉兴市
首届“元宇宙阅读月”启动。这个体验馆是全国公共图书馆领域率先落地的元宇宙阅读
体验基地，将推动阅读行为和场景从一维到多维，实现阅读体验的多元方式。图为小
朋友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进入嘉兴市图书馆元宇宙阅读体验馆参观体验。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在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的中国工商银行福州闽都支行智慧大厅内，税务和银行部门的工
作人员正在向市民宣传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 谢贵明摄 （人民图片）

用户规模增长快

家住天津的王先生最近有了一次购药新
体验。当他拿着处方到家门口的药店买药，
执业药师注意到王先生的病情，通过远程终
端设备第一时间联系到了一所医院的专家指
导患者用药。王先生由衷感慨：“这样的大专
家，我们平时起大早去大医院也很难挂到
号，没想到今天能为我指导用药。”

上海市崇明区的吴阿姨是东平养老院
的一名住养老人，她说自己已经在线问诊
过多次，感到非常便捷和实用。据悉，崇
明区试点推进“养老院+互联网医院”建设，
让老人不出养老院，即可享受优质医疗资
源。原来有些药物必须要去距离较远的医
院 配 ， 现 在 直 接 在 互 联 网 医 院 线 上 操 作
后，快递就会送过来，省去了来回奔波的
辛苦。

为患者带来便利的互联网医院，近年来
规模日益壮大。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截至
2022年 6月，全国已审批设置 1700余家互联
网医院，初步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
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近日公布的第 51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
示，截至2022年12月，中国互联网医疗用户
规模达 3.63 亿，占网民整体的 34%，同比增
长 21.7%，成为 2022 年用户规模增长最快的
应用。

借助数字科技，医院管理模式迎来全新

发展。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副主任李志远说：
“我们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了
综合智能高血压管理平台，把专家共识和临
床指南转化为指导医生的知识系统，为基层
医生赋能，提供个性化、本地化的药物治疗
方案智能推荐，在诊断、转诊、检查、生活
方式等方面给出指导性建议，打造规范高效
的管理模式。”

今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的意见》，提出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建设
面向医疗领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快推进
互联网、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等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应用，加
强健康医疗大数据共享交换与保障体系建
设，推进医疗联合体内信息系统统一运营和
互联互通，加强数字化管理。

诊疗监管持续加强

新技术也会带来新问题。北京居民杨先
生怀疑在某平台问诊时，接诊自己的不是执
业医师，而且对方似乎“跟机器人没有差别”，
只要打字过去，对方就会在数秒内迅速回复
开出处方，但没有给出针对病情的专业意

见。事实上，这就是在一些平台出现的AI开
处方等乱象。业内人士指出，在新技术尚不
完全成熟的当下，单纯依赖人工智能自动生
成药方，有不少隐患。倘若患者以此为准，
有可能会耽误病情。

2022 年 6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和
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联合发布《互联网诊疗监
管细则（试行）》。文件中关于禁止人工智能自
动生成处方、医生收入不能和药品销售挂钩
等的要求都符合行业和大众期待。

在地方层面，多地建起了互联网医疗监
管平台，要求互联网服务机构和人员具备
资质，全程留痕可追溯。例如，江苏正在
建设全省统一的电子处方中心，通过查询
统计功能，对处方数据和状态信息实时查
看，对电子处方信息进行智能监管，还将
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进一步实现线上
问诊、处方流转、在线支付结算、送药上
门一体化服务。

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主任卢
清君表示，发展互联网医院的初心是为方
便患者看病，要不断提升医疗质量、保障
患者安全，只靠流量带动的商业模式在医
疗领域是行不通的，未来行业的准入和发
展都将受到强化监管，并且会更加严格和
规范。

提升服务质量，改善就医体验

让互联网医疗惠及更多人
海外网 何 洌

江苏省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主任医师茅力平（左）正在“线上”问诊。
许丛军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