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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15号线首列车下线

2月21日，轨道交通15号线首列车下线仪式在中车长春
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举行。作为重庆首条全自动运行城轨
快线，15号线首列车的成功下线，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
进展。

轨道交通15号线是重庆中心城区首条城轨快线，采用
全自动运行模式，线路设计时速140公里。一期工程起于九
曲河东站，止于两江影视城站，长约39公里，设站14座，均
为地下站，其中换乘站 8座；二期工程西起曾家站，东至九
曲河东站（不含），长约 33公里，设站 11座。本次下线的 6
编组城轨快线车辆专为山城重庆地形量身打造，拥有50‰
坡道爬坡能力，座椅采用横纵结合布置方式，最大载客量可
达每列2400余人，也是重庆首列6编组城轨快线车辆。此
车集多项行业领先技术于一身，在智能节能技术、多维安全
防护、智慧服务体验、健康运维管理等方面体现“智能、安
全、人性化”设计理念。

重庆交通开投铁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马虎表示，铁路集
团将以首列车下线为起点，高标准完成车辆调试与系统联调联
试，确保“零缺陷交付、零故障投用”，优化资源配置，保障15号
线如期实现安全、优质、高效通车，联合中车长客打造全球山地
轨道交通创新示范样板，为“中国智造”贡献重庆智慧。

15号线建成后，从曾家至两江影视城，运行时间控制在一
小时内，将极大地满足市民出行需求，由西向东联络了重庆沙坪
坝区、两江新区和渝北区，串联大学城、井口工业园、礼嘉智慧
城、欢乐谷等重要功能区以及科学城高铁站、重庆江北国际机
场、高铁复盛站等主要枢纽，覆盖了多个重点区域，对缓解重
庆轨道线路客流压力，优化市民交通出行环境，进一步完善重
庆立体交通网络，为沿线数百万市民提供高效、绿色、智能的出
行服务。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谭旭 重庆交通开投铁路集团供图

患者回家过夜遭医生训斥
今年52岁的杨升家住照母山片

区，因长期伏案工作患上颈椎疾病。2
月17日，经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诊断
后，杨升住进该院化龙桥主院区12楼
筋伤中心。住院第一天，邻床病人打
鼾的声音，让患有严重睡眠障碍综合
征的杨升一夜无眠。第二天，他发现
医生对自己的电针、艾灸、中频、药敷、
微波等治疗均在上午完成，于是他自
己决定晚上回一趟离医院不远的家，
借助睡眠设备好好地睡一觉，顺便拿
几件换洗衣服。

2月19日早上7点多，杨升起床
回到医院。在筋伤中心综合治疗室，
杨升的接诊医生李医生一见他，便当
着众多医患人员大发雷霆：“你懂不懂
规矩？住院病人不能随便回家住宿！”
杨升试图作出一些解释，可李医生板
着脸对他训斥一通后，随后还下了“逐
客令”：“你再这样，我就请你出院！”

在随后的治疗中，杨升显然感觉
到李医生仍对自己带有情绪。在了解
到李医生只是一名助理医生，而自己
的主治医生为陈姓女医生后，杨升表
示希望接下来由陈医生为他治疗，医
院同意了杨升的要求。

医院严管原因让患者释然
自己擅自离开医院回家住宿不

对，但也有特殊原因，遭到医生训斥的
杨升有些委屈，找到医院相关负责人
反映情况，没想到医院却表示李医生
执行的是医院的规定，还肯定了李医
生的“较真”行为。

医院相关负责人解释，化龙桥主
院区于去年投用，由于部分住院病人
的治疗大多在上午或白天能完成，因
此不时出现病人治疗后回家过夜、医
院病床空位的情况。“而这易引起医保
局的误会，一旦被查到我们可以说是
吃不了兜着走。”该负责人介绍，近两
年，渝中区医保局等经常以联合执法、
突击夜查等形式，采取不打招呼、不定
路线、直入病房的方式，重点检查是否
存在“挂床住院”“冒名就医”等欺诈骗
保行为。而住院病人回家过夜，则最易
引起医保执法检查人员的注意，并会以
此为切入口调查医院是否存在“挂床住
院”骗套医保基金等违规违法行为。为
此，医院出台了严格的住院规定，要求
医护人员在病人入院前将“住院病人不
能擅自回家过夜”等向患者交代清楚。
为了保证规定落实，医院还将其与医护
人员的绩效奖惩等作了挂钩。

“如果住院期间做好和医护人员
的沟通，比如离开时向医护人员请假
报备，这样不愉快的事是可以避免
的。”该负责人说，医院有规定，医生也
有自己的职责和难处。医院的解释让
杨升释然了，内心也少了对李医生的
反感排斥。

轨道交通15号线列车

住院病人回家过夜遭下“逐客令”

为何医生却受到医院肯定

市民杨升（化名）因患
颈椎疾病住院治疗，其间
因故回了一趟家，并在家

里住了一夜，没想到他的接诊医生李
医生对此大动肝火，不仅板着脸训斥
了他，还下了“逐客令”：“你再这样就
请你出院！”杨升觉得，医生对自己的
批评他能接受，但其粗暴的斥责让他
有点接受不了。随后杨升找到医院
和渝中区医保局反映情况，没想到，
医院和当地医保局对李医生的作为
却持肯定态度，这是为什么？

渝中区医保局：
支持“住院病人不得擅离医院”规定

“李医生当时情急之下态度不好可能是担心自己被追责，
但他坚持执行‘住院病人不得擅离医院’规定我们是支持的。”
据渝中区医保局工作人员辜先生介绍，近两年，骗取、套取医保
基金的手段花样百出，渝中区也加大了查处力度，其中挂床住
院、分解住院等就属查处重点。

根据医保政策，住院患者必须遵守医院的管理规
定，包括不得擅自离院。这是为了确保医保资金的有效
使用和防止欺诈骗保行为。如果患者违反医院规定，擅
自离院并在离院期间发生病情加重或意外伤害，相关费
用及责任将由患者或医院承担。这不仅增加了医院的
负担，损害了患者的健康，也可能导致医保资金的浪
费。因此，医保政策规定，对于擅自离院的住院患者，医
保将可能依据相关规定，不予报销产生的医疗费用。而
一旦查出医院、医生在“挂床住院”中有责任或存在医患
勾结骗套医保基金等行为，医院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医生则也有可能受到吊销执业资格等处理。

“住院病人不得擅离医院，这也是对病人安全负责。”
渝中区医保局相关负责人称，住院治疗的本质是为了对患
者进行全天候的医疗观察和治疗，确保患者的健康和安
全。医院有明确的管理规定，住院患者在治疗期间应留在医
院内，以便医护人员随时进行病情监测、治疗护理和紧急处
理。如果患者擅自离院，医院将无法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实时
监控，一旦病情发生变化或出现紧急情况，医院可能无法及
时提供救治，从而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希望更多的患者对
这一规定能够理解。”该负责人表示，医保部门的管理也是人
性化的，如果住院期间医患之间有较好沟通，医保部门检查
时有病人的请假报备等，医保部门也会根据查实的真实
情况作出处理，而不会简单粗暴地处理医院医生、取销
患者报销资格等。

哈尔滨探索“中医日间病房”
白天在院治疗，晚上回家休息，医保还能报销

为了防范骗取医保基金等，目前全国各地大多数地
方实行的是“住院病人不得擅离医院”。但在黑龙江哈
尔滨市，该市根据一些中医治疗无须在医院过夜治疗的
实际情况，从2023年10月1日起，探索试行“中医日间
病房”医保支付新模式，首批将面瘫、项痹等15个病种、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等6家定点医疗机构纳入试点，让患者实现

“白天在院治疗，晚上回家休息，医保还能报销”，既方便
了群众就医，又减轻了医疗负担。

据了解，“中医日间病房”是指符合入院条件，以中
医适宜技术治疗为主，且患者非治疗期间可不在院持续
观察，经患者和医疗机构双方同意，在当日治疗结束后，
经医疗机构允许离院的治疗模式。

■“中医日间病房”适合人群：前期经门诊或住院检
查明确诊断、病情相对单一，具有住院体征、符合入院条
件,通过“中医日间病房”检查可明确诊断的患者和适合
中医适宜技术治疗的患者。

■首批纳入试点的病种：包括面瘫、项痹、漏肩风、蛇
串疮、湿疮、膝痹、瘾疹、腰痛、脱疽、不寐、绝经前后诸症
（病）、盆腔炎、痛经、便秘、混合痔15种疾病。

经过1年多时间的试点，目前哈尔滨市“中医日间
病房”受到医患各方的肯定，它极大方便了患者看病就
医，特别是对一些时间紧、压力大的“上班族”和“上学族”
以及有特殊需要的老年患者，增加了就医选择，时间上更
加灵活多变，尽可能减少了就医对患者日常工作、学习和
生活的影响。此外，费用更优惠，患者在通过“中医日间
病房”途径入院时产生的费用远低于普通住院产生的费
用，切实减轻了患者负担。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圣泉 摄影报道

相关部门

最低1864元/月
2025年重庆失业金标准公布

重庆市人力社保局昨天发布了2025年重庆失业金标准和
申领指南，失业金标准为全市最低工资最高档的80%，算下来
为每月1864元。而对于巫溪县、城口县、酉阳县、彭水县4个国
家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来说，失业保险金标准为全市最低工
资最高档的90%，算下来为2097元/月，该标准执行至2025年
12月31日。

据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失业保险金申领条件为：
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在法定劳
动年龄内，不是因为本人意愿而中断就业；已进行失业登记并有
求职要求。“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失业人员，可凭社会保障卡或身
份证，向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领失业保险金。”该负责人称。

需要注意的是，失业保险金发放期限，根据失业人员失业前
所在单位和本人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的时间确定，具体划分为：

累计缴费时间 失业保险金发放期限
满一年不足两年 3个月
满两年不足三年 6个月
满三年不足四年 9个月
满四年不足五年 12个月
满五年不足七年 15个月
满七年 16个月

注意：以后累计缴费时间每增加一年，领取期限增加 1 个
月，最长不超过24个月。

申领指南
●线上申领

失业人员可通过“渝快办”APP、“重庆人社”APP、“渝职聘”
小程序等渠道办理失业金申领业务。
●线下申领

失业人员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后，到户口所在区县失业保
险经办机构办理失业登记和申领失业保险金手续(市外户籍失业
人员到我市参保地区县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白天完成治疗，晚上不住病房回家住的现象，
在医院的确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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