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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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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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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