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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期待感”

2023年，济南市先后被评为
“中国夜间经济十佳城市”“中国
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美团
大数据夜间经济分析数据显示，
2023年1-10月，济南市的夜间消
费指数是598 . 6，在同类型城市
中位列第4。

“济南夜间经济聚集区遍地
开花。”朱文龙分析，济南充分利
用政策和活动，采用“双轮驱动”
的方式，实现了市区之间、政企
之间，以及线上+线下的互动，让
济南“留”住更多人。“通过网络
平台，超然楼火出圈，不少来看
超然楼亮灯的游客会选择在济
南住一晚。”

“不只耳熟能详的景点，济
南可以打卡的地方有很多。”朱
文龙认为，想要吸引更多人来，
重要的是打破游客的固有思
维，让他们抱有期待感。“要让
大家知道济南不只有趵突泉、
大明湖，让济南成为目的地而
不是中转地。”

“我们要创造期待感，还
要维持期待感。”叶歆介绍，临
近春节，第三届印象济南泉城
最美花灯会已经亮灯，“此前
有不少网友在后台留言，询问
灯会什么时候开始，这就是所
谓的期待感。像这样，每到固
定的时间节点，游客通过主动
询问，并为此来到济南、留在
济南，就能为济南夜经济创造
价值。”

让老年人“多出门”

说起夜经济，不少人会与年
轻人画等号，但“夜经济”不只是
年轻人的主场，老年人对“夜晚”
的期待也不低。

“目前来看，夜经济的重心
还是集中在年轻人身上。”朱文

龙认为，老年人有较多空闲时
间，是不容忽视的一大消费群
体。为此，在发展夜经济的过程
中，要多重视老年人群体。“比
如，济南的夜间经济聚集区除了
照顾年轻人的口味外，也可以满
足老年人的饮食需求。”

除餐饮外，朱文龙建议，各
聚集区可以在文化建设方面做

些努力，“老年人更注重文化需
求和社交需求。像每晚组织跳广
场舞，积极报名老年大学，都有
所体现。”同时，朱文龙提到，老
年人的出行方式以公共交通为
主，“可以完善、拓展一下公共交
通体系。比如制定老年人旅游专
线巴士，提高公共交通的服务度
和准时率。”

老年人夜晚出门游玩，安全
保障很重要。“济南各夜间经济
聚集区应该在安保方面多下功
夫。比如要完善监控体系，增加
摄像头的数量，尽量保证监控无
死角。应对突发情况时要快速反
应，提高紧急处理能力。希望老
年人在晚上能多‘出门走动’，对
夜经济做贡献。”

叶歆补充说，针对老年人、
年轻人的不同需求，应该打造多
元的消费场景和夜间文化活动。
从餐饮、文体、展览等项目着手，
不断创新、共同发力，让夜间消
费新业态、新场景、新产品不断
涌现，打造更加多元、立体的夜
间经济模式。“比如我们为老年

人组建了‘印象济南民俗艺术
团’，日常也会提供场地，供老
年人表演节目，吸引了不少观
众。”此外，无论是年轻人还是
老年人，叶歆希望能有更多人
来宣传“夜泉城”。“在品尝到
美味的小吃、看到美丽风景时
拍照打卡，借助网络平台进行
宣传。”

高品质打造“夜泉城”

“夜经济其实是日间经济的
延伸，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工
作时间弹性增大，人们对夜晚消
费的需求增加，越来越多人愿意
在夜晚出行和娱乐。”叶歆表示，
夜间经济对城市的发展具有促
进作用，它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
会，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提高城
市的国际竞争力。此外，夜间经
济还可以促进文化和艺术的交
流，丰富市民和游客的夜间社交
活动。

朱文龙对济南的夜间经济
同样十分看好，他表示，“随着生
活水平提高，在满足基本需求之
后，市民会开始追求更加丰富的
消费体验，像夜市、商场等就满
足了人们的需求。”

回顾过去的2023年，叶歆感
慨万千。“去年来济南游玩的人
很多，济南本地市民也非常愿意
走出家门去逛一逛。和往年相
比，能明显感觉到济南夜经济越
来越好，为此，我们要继续丰富
业态场景，开展丰富的夜经济大
型促消费活动，为大家营造‘高
品质’与‘烟火气’并存的夜间消
费环境。”

记者 杜春娜 于泊升
见习记者 石晟绮

“费用负担越重，
报销比例越高”

济南市民李女士患有重度心
血管病，因长期住院治疗，全年医
疗费用高达90余万元，经过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二次报销等多重
保障报销后，个人负担仅有5万余
元，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超过
90%。

特别是大额医疗费二次报销
政策，对参保职工一个年度内个
人累计负担超过1万元的部分按
照不低于80%的比例进行二次报
销。而这个起付标准，去年由1万

元降低到8000元，今年将进一步
降低至6000元。

去年以来，济南市稳步提升
各项医保待遇。“我们通过科学
设置梯次报销比例，群众费用负
担越重，报销比例越高。”李文秀
说。

在职工门诊待遇方面，一、
二、三级医院门诊报销比例均提
高10个百分点，门诊报销限额由
3000元提高到4500元。在居民
医保方面，省部三级医院住院报
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普通门
诊报销限额提高25%，高血压、
糖尿病等城乡“两病”门诊用药
报销比例提高到70%。同时，职
工、居民门诊慢特病统一增加至
51个，并增加17个门诊单独支付
病种，群众慢性病保障能力持续

增加。

更多定点药店
将纳入统筹报销范围

2024年，济南市将进一步优
化职工门诊保障机制。“职工门诊
报销金额变多了，报销比例提高
了，报销起付线更低了。”李文秀
介绍，职工门诊报销限额由4500
元提高到6000元，退休职工更是
提高到7000元，较改革前翻了一
番；职工在社区、一级、二级、三级
医院报销比例分别由80%、70%、
70%、50%调整至80%、80%、70%、
60%，退休人员分别再提高5个百
分点；职工在社区、一级、二级、三
级医院的起付线分别降低至200
元、200元、400元、800元。

与此同时，济南市拓宽了报
销渠道，让报销更方便。“我们取
消了职工普通门诊定点数量限
制，职工参保人可在任意门诊统
筹定点医疗机构享受报销；同时，
我们将更多定点药店纳入统筹报
销范围，市民凭定点医院处方在
药店购药可享受医保报销。”李文
秀说。

此外，济南市医保局将进一
步提升服务效能，推动医保移动
支付覆盖更多医疗机构，深化医
保数据应用，依托“四级医保服务
体系”和“医保明白人”实现手机
帮办代办功能，为行动不便的老
年人提供上门服务。开展医保业
务“视频办”，进一步丰富服务渠
道，聚焦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
题持续用力。

打造“夜泉城”，如何创造“期待感”
打造更加多元、立体的夜间经济模式

“小屏幕、大视野”。1月10日上午10点半，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推出济南两会直播栏目———“小屏话两
会”第二期，邀请济南泉世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歆，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评论员朱文龙做客直
播间，就如何释放济南夜间经济新活力，打造“夜泉城”进行了讨论。

济南市政协常委、济南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李文秀：

大额医疗费二次报销起付标准降至6000元

“想要吸引更多人来，重要的是打破游客的固有思维，让他们抱有期
待感。要让大家知道济南不只有趵突泉、大明湖，让济南成为目的地而不
是中转地。” ——— 朱文龙

“可以从餐饮、文体等项目着手，不断创新、共同发力，让夜间消费新业
态、新场景、新产品不断涌现，打造更加多元、立体的夜间经济模式。”

——— 叶歆

李文秀

1月10日，济南市政协
常委、济南市医疗保障局党
组书记李文秀接受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采访时表
示，2024年，济南将进一步
提升门诊保障水平，深化重
点领域改革，提升经办服务
效能，为强省会建设贡献医
保力量。

叶歆（中）、朱文龙（右）讨论打造“夜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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