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 作新 视野

让公共财政的雨露滋润农村大地

——浙江 常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纪实

黄 莉

浙江省常山县自 20 0 4 年 7 月 1

日 实 施 新型 农村合 作 医 疗 制 度 以

来，在广 泛调研、反复测算的基础

上，制定了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

通过富 有成 效 的 工 作，已 形 成 了

“政府主导、乡镇筹资、卫生管理、

社 保 审核 、 财政 监督” 的 工 作格

局。截至 2005 年 3 月，常山县共有

2 0 .8 4 万农民参加 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参合率为 76.7% ，共受理报销业

务 5 9 8 9 人，已报结 医 药 费 共计

557 .7 5 万元。农民群众已切身感受

到 了公 共财政 的雨露阳光。

政府主导，积极推进。建立新

型农村合作医 疗 制度，目的是帮助

农民解决有病不能 医、因病致 贫问

题 ， 体现 了 党 和政 府 对群 众 的 关

心，因此这项 工 作的 开展应以 政 府

为主导。一是强化 组 织 管理 ，落 实

目 标责任 制。县政 府与各 乡镇政 府

签订目 标 管理责任 书 ，加 大考核 力

度。二是强化 宣传沟通，营造上下

联 动机制。在 坚持农民 自愿原则的

前提下 ，通过多种 宣传形式，营造

良好 的氛围 ，组织 和引导农民参加

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 ，提高农民参保

意识 ，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 社会

覆盖面。三是建立 长效 管理机制，

保 障 工 作开展。建立健全县、乡两

级 农村合作医 疗 经办机构， 落实人

员和办公 场所，将经 办机构人员 经

费和工 作经费列入同级 财政预算并

予以 保 证。建立健全各项 办事规章

和工 作程序，切 实作到 “有机构管

事、有人办事、有钱办事和依 法办

事”。加 强 对管理人员和经 办人员

的 培 训 ，提 高 政 策水 平 和 管 理 水

平。四 是制定科学合理政 策，确保

农民受益。主要特点是：起报线低；

医 药费报销 享受面 大；外转治 疗 规

范；对 “大病号” 医 药 费实行高比

例报销，并与 大病救 济相结合，对

“ 大病号” 的 医 治除 享 受新型农村

合作医 疗 制度规 定的报销外，还享

受大病救 济政 策。政 策 实施后 ，提

高了农民受益 面和受益程度，农民

踊跃 参加 。

乡镇收缴，强化筹资。一是创

新收 费机制。针对农村地域较广 、

农民居住 较为 分散的特点，采取由

乡镇政府负责收取统 筹款的模式。
各 乡镇结合 实际 ，相应制定工 作方

案，组织 广 大 乡村干部进村入户，

积极 开展资金筹措 工 作。各村设 代

理 员 ，全程代理代 办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 相关 工 作。服务情况纳入驻村

干部考核 ，与 个人收入挂钩。同时

委托部分农村信 用社代收农村合作

医疗 统 筹基金，以 降低筹资成本，

方便 农民。二是提升工 作效 能。自

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 实施 以 来，

各 乡镇先后 举 办 有 县 乡两 级 效 能

办、各部门 有关 工 作人员及 村民代

表等参加 的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 制度

效 能听证会 ，听证 会主要针对当 前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 中遇到

的难点、疑 点等问题，当 场 为 农民

作详细的 解答，会后 结合 实际 ，及

时有针对性 地提 出改进措施 并加 以

落 实。三是吸 收 社 会资金投入。在

及 时筹措农民参合资金，落实县 级

补助 资金的同时，积极吸 收社会各

方资金的投入。如 ：联通，移动公

司 为 充值一定标准以 上的手机用 户

提 供 参合金；红 十 字 会 为 一 次 性

2 00 C C 以 上的义务献血 者提供相应

的参合金；残联 、民政 等部门 出 台

相应政 策，对弱势群体给予部分或

全部补贴参合金，等等。
卫生主管，提高质量。从保 护

参保人利益出发，合理 利 用 医疗 卫

生资源 ，设 立县级 、市级 、省级 定

点医院 33 家，最大限度地满足 广 大

农民群众的卫 生需求。卫 生部门 与

定点 医 疗机 构签订 医 疗服 务协 议，

明确 奖惩措 施 ，使参保 患病人员得

到合理 、有效 、规 范的 医 疗服务。
卫生部门 另 外一个重要的职责是合

理界定 医 药费报销项 目 与金额。各

定点 医院认真组 织 医务人员 学习新

型农村合作 医疗 的有关政 策，县属

定点 医疗 机构专门设 立新型农村合

作 医 疗 专管点 ，调 配 专人为参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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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病人员提供报销代理服务，监督

医护人员合理治疗，合理用药，保障

医疗服务质量，提高有效费用比例。

社保审核，方便农民。全县 构

筑 乡镇、定点 医 院、社 保、卫 生、

财政部门 为 一体的 业务报销、监督

管理 网络。审核 报销工 作由社保 部

门承担 ，把收 支管理 与 完善社会保

障体 系有机结合起 来。在 医 药 费审

核 、报销、兑付 工 作上，规 定 乡镇

必 须明确 专人负责，实施 首问 负责

制度、责任 追究制度；各村设 代理

员，全 程 代 理 代 办 医 药费报 销 工

作。规 定外出务工人员遇急诊可就

近公 立 医院 就诊，住 院后 5 天 内与

参保地医管站联 系，出院后 30 天 内

办理 医 药 费报销手续 ，给 外出务工

人员吃下 “定心 丸”。对参保和报销

程序等作了精减和规 范，切 实做到

“把 方便 让 给农民 ，把麻 烦 留给自

己”。

财政监督，资金安全。财政部

门在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 工 作中 ，主

要负责资金监管。一是资金收 缴监

督。各 乡镇政 府收 缴的资金、县 统

筹基金、社会投入的资金均由县财

政部门 负责督查，确保 资金及 时收

缴进专 户。二是资金支出监督。县

财政在社保部门 设 立专 用的资金 支

出账 户 ，由 社 保 部 门 审核 报 销 费

用 ，经办机构不 经手现金，审批后

资金从专 用账户直接 转账划 至参保

就诊者个人专 户，确保 资金运行效

益与安全。三是 医 疗 费用监督。财

政 与 卫 生、物价等部门切 实履行对

定 点 医 院 的 医 疗 费 用 进行 监督 管

理 ，控 制 医 疗 费用的 不合理增长，

保 证合作 医 疗基金的安全。经办机

构的合作医 疗资金收 支管理制度、

操作规程 以 及 定点 医 疗 单位诊疗 收

费、药品 价格、药品 采购等情况，

不 定期接 受财政、审计、物价和上

级 有关部门审查，确 保资金使 用效

益。同 时，卫 生部门、各 乡镇政府

定期公 示基金支出情况 ，接 受社会

监督。

依托科技，规范运行。加 大信

息化 建设投入，建立县卫生信 息网

络 平 台 ， 实现卫 生、社保、财政 部

门 和定点 医院（含 乡镇卫 生院）网络

沟通，一是实现 农民就诊情况 网络

直报及 医 疗 费用报销信息的及 时传

输 ，确 保报销单在规 定期限送到农

民手中，切 实方便农民群众。二是

强 化 对 医 疗 费审核 、报 销 情 况 监

督。一方 面确保 就诊参保农民应保

尽保 ，另 一方 面严 防 在报销中发 生

的 “暗箱操作”，有效杜绝不该报销

而 予以 报销情况的发 生。三是提升

网络服务功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信息 系统的 实施 ，便 于有关部门 加

强 医 药 项 目 和金额的界定、医 药费

审核 和报销、资金运行等监督和管

理。财政部门通过微机专线连接 可

以 实 时监督掌握基金运行情况 ，对

资金运行 实行全程即时监控 ，提高

资金运行的效 率，保 障资金运行安

全。卫 生部门 通过网络 平 台适时查

询 农民 就诊治 疗 及 医 疗 费发 生 情

况。社保部门通过专线进行 医 药 费

报销审核。农民在看 完病从县 内定

点 医院 出院后 ，只 需回 家等候 ，1 5

天 内，遍布 乡镇的网 络机构就会把

领取报销的金额、时间告知 农民。
（作者单位 ：浙江万 里 学院）

财经资讯

山 东省 青 州 市 高柳镇为 切

实加 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 ，对 12

个单位 的 2 4 名 财会人员全部实

行 了 政 府委派制 管理 ，对上 岗

人员 进行 了 系统 的 业务培训 ，

确 保 了 财会人员 的 业务有 了 质

的飞跃。
图 为 镇财政 所人员 指 导水

利站会计进行账务处理。
（ 王立平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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