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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新农合  倾力解民忧

近
年来，湖北省秭归县财政部门不断优化

支出结构，支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截至

2010 年底，筹集新农合基金 4530 万元，参

加新农合的农民有 30.2 万人，参合率 96 %，极大地

提高了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

一、完善基金征缴机制。一方面，规范程序提高

征缴效率。采取多部门联动的“五同步法”，即由乡

（镇）政府、财政部门、新农合管理办公室等单位联

动，对参合农民实行“同步登记、同步签协议、同步

收款、同步开票、同步发证”，使农民充分享受便民

服务，提高了农民参合积极性。另一方面，确保收入

专户封闭运行。对征缴的新农合基金，实行“票款同

行、票结款清、款入专户、封闭运行”的办法，即乡镇

财政所及时将所收新农合基金向县财政局结报专用

票据，同时将对应基金足额划入新农合专户，减少资

金的中转环节，有效杜绝了基金管理中的压库、截留

和挪用现象。

二、规范支出管理。一方面，将支出控制关口前

移，实行新农合管理办公室、财政部门的同级备案告

知制度，在发生新农合医疗案例时，新农合管理办公

室及时将案例信息告知同级财政部门，把不符合新

农合支付范围的支出拒之门外，预防不合理的基金

支出。另一方面，建立“三级”审核制，保证资金安全。

探索了医疗费用支付的“三级”审监管理模式，即医

疗机构对参合患者所开具的用药清单及医疗费用单，

须先经患者或其家属签字确认 ；再将资料报乡镇合

管办或县级医疗机构合管部门初审、签字认可后，于

每月 25 日前上报县合管办审核 ；最后经县财政局终

审，将符合支付条件的医疗补偿费用直达定点医疗

机构，保证了基金使用的专用性。近年来，通过严格

审核、外伤调查、现场核实等方式，共拒付不符合新

农合基金支付范围的 1574 例，涉及资金 283 万元。

三、力推门诊统筹。一方面，通过科学分配，筹

集门诊统筹基金。在为参合农民每人每年筹集 150 元

基金总额中切出部分资金分配纳入门诊统筹基金，

逐步使每个参合农民门诊统筹基金达到 30 元。该办

法推行后，全县参合农民门诊就诊人次大幅提升，

2008 年达 68.9 万人次，占全县新农合就诊总人次的

97.07%，比实行门诊统筹前净增 6.6 倍 ；2010 年，门

诊量达 81.16 万人次，是实行门诊统筹前的近 9 倍。

另一方面，建立风险储备，充分发挥统筹作用。为避

免农民参合过程中多次看门诊而导致统筹基金的超

支，从门诊统筹基金中提取 5% 作为风险储备基金，

由基金管理机构统筹使用，有效降低了基金运行风

险。通过实施门诊统筹，使参合农民增强了有病就

“医”的健康意识，2010 年全县合作医疗就诊 83.66 万

人次，且 90% 以上的病人实现在村级卫生室就诊，做

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进医院”，保证了参合农民的

身心健康。

四、强化监管。一方面，通过监督检查促规范。

每年都组织工作专班，深入开展包括农村合作医疗

基金在内的多个专项检查和自查整改工作，及时纠

正违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信息公开促增效。全县

在住院统筹全面成熟地实现信息化管理的基础上 , 于

2008 年启动门诊统筹信息化管理。近年来，筹措资金

300 多万元用于卫生信息化建设。截至目前，所有乡

镇卫生院和村级卫生室的 280 个医疗服务点均已建

立起新农合信息化管理平台，在县域建立了包括所

有参合信息、个人缴费信息、药费补偿信息等资源在

内的新农合数据库，实现了农村合作医疗信息资源

的共享。管理机构对参合病人的治疗、收费、医疗机

构自我审核情况等可以随时获取，资料审核、汇总报

表、统计分析均可网上操作，信息化建设成果得到有

效地利用。同时，充分利用秭归县财政与编制政务公

开网及新农合信息网两个平台，将相关信息及时在

网上公示，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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