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法发布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典型案例
新华社北京 12月 2日电（记者 罗

沙）最高人民法院2日发布5个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典型案例，引导各方增强交通

安全责任意识。

在金某诉谭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人民法院对于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仍依靠劳动获取收

入的被侵权人的误工费赔偿请求予以支

持，体现了对被侵权人的周延保护。

李某与周某、张某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案中，人民法院判令未依法投

保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

额内与交通事故侵权人共同承担赔偿责

任，及时维护被侵权人权益。该案例也

提醒广大车主依法投保交强险。

王某与李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非机动车一方具

有较大过错，人民法院依法判令适当减

轻机动车一方赔偿责任，督促非机动车

驾驶人增强安全责任意识。颜某与刘

某、顾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案中，法院准确适用法律，就

“搭便车”中产生的事故损失在驾驶

人、乘车人间合理分配，一方面体现了

对“好意同乘”的肯定和维护，另一方

面也督促驾驶人同样强化责任观念。

在李某诉王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案中，法院向保险公司说理劝导，同

时针对绩效评价等问题提出建议。该保险

公司自愿撤回上诉并立即支付赔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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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

医保影像云共享路
径建设正加快推进

据新华社南京12月2日电（记
者朱筱）记者从1日在江苏南京举办

的医保影像云共享路径启动仪式上

获悉，国家医保局正加快推进医保影

像云共享路径建设，争取尽早实现全

国医疗机构通过国家医保影像数据云

共享中心可调阅北京、上海、广东等

全国知名医疗高地的医学影像信息。

为进一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国家

医保局近日印发《放射检查类价格项

目立项指南（试行）》，推动医疗机构

将影像检查结果上传至云端，实现患

者可阅、同行可查、医保可核。

新华社南京12月2日电通过国家医

保服务平台APP的医保钱包功能，苏州

市居民杜女士仅需不到一分钟，就能将

个人账户里的钱实时转给远在河南的父

亲，用于其看病就医。

而这样的“跨省共济”，即将在全国

更多省份铺开。

12月2日，国家医保局在江苏省苏州

市举行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启动仪

式。记者了解到，江苏、河北等9个省份

31个统筹区，已于近日正式上线了医保

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

这是继全国所有省份已实现个人账

户省内共济，23个省份扩大至“近亲属”共

济之后，个账共济再次迈出的重要一步。

跨省共济，将“盘活”更多医保个账

资金——

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医保个人账

户年收入及支出均超6000亿元，当年医

保个人账户结存累计约1.4万亿元。医

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的扩大，对盘活个

人账户“沉睡”资金起到积极作用。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打破省域

限制，能够丰富资金的使用主体，惠及更

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国家医保局

大数据中心主任付超奇说。

今年1月至10月，职工医保个账共济

金额达369亿元，其中同一统筹区内共济

2.63亿人次，共济金额329.75亿元；省内

跨统筹区共济1976.29万人次，共济金额

39.33亿元。随着跨省共济的到来，共济

金额有望进一步上升。

跨省共济，将惠及更多参保人——

当前，我国跨省流动人口约1.5亿，

实现医保个账跨省共济，是广大参保人

的真切需求。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个人

账户“近亲属”间的跨省共济，有助于减

轻家庭医疗负担，增强个人及家庭的抗

风险能力，让身处不同省份的家庭成员

能够灵活、高效地调配和使用个人账户

资金，以应对看病就医需要。

医保钱包是有效实现跨省共济的重

要途径。据悉，国家医保局已在江苏等9

个省份开展医保钱包试点工作，目前已

有近2.7万人使用医保钱包，成功转账

1423笔，共39.9万元，已有参保人使用医

保钱包进行就医购药和参保缴费等，总

体应用效果良好。

个人账户使用对象由“本人”到“配

偶、父母、子女”、再到“近亲属”；共济地

域由本统筹区到省内、再到跨省——职

工医保个账共济政策的不断推进，背后

是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关系的是广大人

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职工医保个账跨省共济，涉及3亿

多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和近10亿居民医保

参保人员，规模巨大，一个都不能少。”国

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说，跨省共济计

划于2025年全面实现，让人民群众的医

保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

（记者徐鹏航朱筱）

记者1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最

高检、公安部近日决定联合挂牌督办第四

批8起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

此次联合挂牌督办的案件分别是江

苏无锡“博翔园区”电信网络诈骗案，

江苏盐城“巅峰科技”电信网络诈骗

案，浙江嵊州“豪志园区”电信网络诈

骗案，福建泉州“5·27”电信网络诈

骗案，福建龙岩、重庆“盛源集团”电

信网络诈骗案，重庆九龙坡“11·15”

电信网络诈骗案，四川泸州“3·21”

系列电信网络诈骗案，云南怒江“8·

09”电信网络诈骗案。

据介绍，这批案件均是涉及境外电

信网络诈骗集团的重点案件，多为组织

境内人员通过偷越国（边）境方式赴境外

参加诈骗犯罪活动，内部组织架构严

密，境内外协同配合，涉案人员众多，

涉及金额巨大，有的犯罪集团还涉嫌故

意伤害、非法拘禁等严重暴力犯罪。

2022年以来，最高检、公安部已联

合挂牌督办三批13起特大跨境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案件，督办案件均成效显著。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办理跨境电

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案件中积极追赃挽

损，建立完善紧急止付机制，优化升级

平台系统。2024年1月至10月，共紧

急止付群众被骗资金2359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记者刘
硕熊丰）

最高检、公安部联合挂牌督办第四批

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 扩大古籍
寄存“朋友圈”

近日，广州图书馆面向社会收

藏单位、私人藏书家免费提供古籍

寄存服务。寄存期间，古籍所有权

不变，广州图书馆仅提供免费保管

服务，确保古籍安全完好。这无疑

为古籍保护提供了一条可行之路，

需要更多有条件的机构加入，扩大

古籍寄存的“朋友圈”。

古籍是编纂、写印于1912年前

的书籍。现存绝大多数古籍都以纸

和丝织品为载体，容易受水火、虫

霉、各种污染的损害，保护难度大。

公共图书馆等机构相对完善的

硬件设施及专业知识技术，有利于

古籍得到更好保护。

以广州图书馆为例，其拥有专

门的古籍书库，配备了独立空调系

统、温湿度监测仪、安防系统、火

灾报警系统和防虫杀虫设施，特别

是拥有一支专业的古籍管理与保护

技术团队，能够为古籍提供优质的

保护服务。

广州图书馆的免费古籍寄存服

务，是一家公共图书馆服务项目的扩

容和“上新”。

更多公共图书馆、更多公共文化

机构可借鉴广州图书馆的经验，积极

行动起来，充分挖掘和释放自身优

势，对古籍寄存等具有现实需求的社

会关切提供更多助力。

同时，鼓励有责任感的企业和

社会组织大力参与古籍寄存。企业

可提供资金支持或技术援助，帮助

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机构等改善

古籍保存条件。社会组织则可发挥

桥梁作用，动员更多人关注古籍保

护，帮家中古籍找到安全的“家”。

扩大古籍寄存“朋友圈”，是一

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让

全社会共同努力，让更多古籍得到

有效保护，让古籍这一文化瑰宝在

新时代绽放更加绚烂的光彩。

(据新华社魏雨虹)

我国牛油果几乎
全靠进口。如今，云
南省普洱市孟连县已
成为我国牛油果种植
规模最大的基地。

目前，孟连的牛
油果种植面积达12万
余亩，2024年预计鲜
果产量1.95万吨。

新华社发

@13亿多参保人！

职工医保个账将迎来“跨省共济”

西南小城云南孟连

改变了改变了““牛油果靠进口牛油果靠进口””的历史的历史

近日，工人在普洱绿银生物股
份有限公司的牛油果种植基地采
摘牛油果

工人在普洱绿银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的牛油果
智能分选车间流水线上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