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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制度改革直接关系到职工

的切身利益，也涉及到社会诸方面

利益分配的调整，是当前社会各界

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之一。医疗制

度如何进行改革？城市居民对此的

心态如何？他们有哪些建议与要求？

为此，辽宁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

采取问卷调查与深入座谈相结合的

方式，对锦州市 100 名居民进行了

调查。其中，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21

人，企业管理人员 17 人，工人 33

人，商饮服务业人员 20 人，各类专

业技术人员 7人，离退休人员 2 人。

问卷内容之一：“医疗制度改革

后，如果每月发给职工一定数额的

医疗补贴，同时由职工个人负担部

分医疗费，您的态度是什么？”

填写赞成的占 被调查者的

59%。一位企业管理人员认为：“目

前我国医疗制度亟待改革，应该打

破那种医疗费一律报销吃大锅饭的

做法。”一位教师写道：“实行医疗制

度改革，应破除那种只有公费医疗

才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观念。”

一位中型企业厂长讲：“过去几十年

不变的医疗制度存在着很大弊端，国家负担过重，同时

也使少数人有机可乘，于是，有些医疗单位也‘见钱扶

伤’。所以医疗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这既适

应当前改革大潮，也符合多数人的意愿。”一位工人说：

“我国目前仍比较穷，医疗费用全靠国家负担有很大困

难，个人负担一部分既有利于国家医疗费用的合理支

出，也有利于减少药品的浪费和损失，对国家、企业和

个人都有好处。”

填写：“无所谓”的占被调查者的 12%。一位企业管

理人员认为：“在国家目前有一定困难，职工收入不断

增加的今天，医疗费用由职工个人负担一小部分，是无

所谓的事情。”一位亏损企业的中年工人写道：“我厂从

未给职工看病报销，只是每月支付每个职工医药费 2

元钱，其余一律自负。去年我家因煤气中毒到医院抢救

治疗，支出 600 元，完全由本人负担。所以，医疗制度改

革对我来说无所谓。”

填写不理解或不赞成的占被调查者的 29%。一位

中年工人写道：“医疗制度改革会带来个人负担太重，

我们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老年人退休后，有些单

位开工资都困难，看病更成问

题。”一位商业企业职工讲：“医

疗制度改革应以减轻病人负担

为原则，如果变相加重病人的负

担，就是在客观上改掉了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性，这让人难以理

解。”

问卷内容之二：“您对医疗

制度改革有哪些建议与要求？”

被调查的百名市民提出了

30 余条建议和要求，主要可归纳

为如下 3 个方面：

（一）要充分考虑到群众的

承受能力。60%以上的被调查者

认为，医疗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但一定要充分考虑到群众的承

受能力，要努力多为一线工人着

想，多为老职工以及离退休职工

着想，只有这样，才能改出一个

令人满意或基本上满意的成果

来。在“职工个人负担一定数额

的医药费，您认为以什么条件作

为划分标准比较合适”的问卷

中，赞成按职工工龄划分的占

42% ，按医药费数额划分的占

18% ，按病种划分的占 17% ，按职工年龄划分的占

13%，按职工工资划分的占 10%。在“您认为职工一年

内负担医药费应占其基本工资的多大比例为宜”的问

卷中，填写 5%以下的占 72% ，填写 6—10%的占 21%，

填写 11—15%的占 4%，填写 16—20%的占 3%。在“您

对医疗中的尖端技术检查如 C T 检查费用由职工个人

负担一部分持何态度”的问卷中，填写赞成的占 30%，

填写不赞成的占 65% ，填写无所谓的占 5%。在“您认

为哪类人员应实行医疗费实报实销的办法”的问卷中，

填写老红军的占 50% ，填写工伤致残的占 30%，填写

离休人员的占 9% ，填写二等乙级以上革命残废军人的

占 5%，填写高级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员的各占 3%。在

“您认为对哪类疾病的治疗费用应实行实报实销办法”

的问卷中，填写癌症的占 76%，填写烈性传染病和计划

生育手术及手术后遗症的各占 7% ，填写工伤的占

5% ，填写职业病的占 4% ，填写其它的占 1%。

（二）要大力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抓好医德医风教

育，大力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这是大多数被调查者的强

烈要求。他们感到，近些年来，在医疗部门存在着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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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尽人意之处，诸如乱开药、乱检查、乱收费、克扣患者

药品、变相向患者卡要钱物等等，尽管属个别现象，却

影响“白衣天使”的声誉。所以，欲使医疗制度改革成

功，必须重视整顿医德医风，狠抓典型，重新提倡白求

恩精神，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大张旗鼓地

宣传和树立高尚的医德医风。

（三）要改革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部分被调查者

建议，要从根本上改变那种少数人任意开药，开贵重

药、营养药，甚至开压力锅、水晶眼镜等消费品的现象，

改变目前一些医院根据医务人员开方金额评定奖金的

办法，以努力减少浪费，减轻患者的负担。可适当提高

职工的医疗费补贴标准，或将医疗费补贴发给职工个

人，或以工资形式发放，同时要求看病拿现钱，避免小

病大养、乱开药等现象，抵制医疗部门中的不正之风。

要加强职工就医审批制度，健全奖励制度，以鼓励职工

减少不必要的医疗支出。

农业税征管

探索综合治税新路  
提高农税征管水平

刘存厚  李伯生  杜士杰廊坊市财政局

近几年来，我们河北省廊坊市财政局在农税征管

工作中紧紧依靠各级政府，利用法律和稽查两种手段，

逐步确立了政府管税、部门协税、群众护税，稽查征税，

依法治税，基础工作保税，服务促税，合力搞好农业各

税的指导思想和工作体系，使农业各税征管工作出现

了可喜的局面。1991 年，全市完成农业各税 2 091.9 万

元，比 1987 年增长 63.2%，其中农林特产税完成449.5

万元，增长 11 倍。

第一，政府管税，部门协税，群众护税。这是动员全

社会力量，发动群众搞好农税征管工作的重要组织形

式。我们组成由县、乡、村行政首长为主要领导，财政、

公、检、法、农林、畜牧、水产等有关部门及各村委会主

任、会计、治安员等为成员的三级协税护税小组，要求

各级协税护税组织要认真宣传国家农税政策，监督各

项税收政策的执行，及时反映征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调查掌握税源分布情况，准确提供各项基础数字，组织

税款及时足额入库，并做到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如永

清县自 1990 年建立县、乡、村三级协税护税组织以来，

不断充实完善制度、职责、办法，调整管理范围，基本上

形成了上下左右，纵横全县的协税护税网络，为农税征

管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1991 年该县不仅征收农业各税 221 万元，超额完成征

收任务，而且还预征了 17 万多元的耕地占用税税款，

还有 120 个村的纳税人在协税护税组织的政策宣传影

响下，主动申报了 1987 年以来漏交的农林特产税 8.5

万多元。几年来我市依靠各级协税护税组织征收“钉子

户”欠交农业税近百万元，并协助财政部门较好地落实

了一年一度的农业税灾欠减免工作。

对耕地占用税，我们早在 1988 年就与土地管理局

商定：各级土地管理部门都应在财政部门征收耕地占

用税后再审批或划拨建设用耕地。对乡镇集体建设用

地和农民建房占地征税是工作的难点，对此，我们充分

发挥乡、村两级协税护税组织的作用，予以克服。一些

乡镇政府除完成催缴入库耕地占用税的任务外，还对

一些占耕地报非耕地的本位主义行为进行纠正。在县、

乡、村和各级土地管理部门的帮助和配合下，1991 年我

市共征收耕地占用税 387 万元，当年尾欠降低到占应

征税额的 8%；其中征收的乡镇企业耕地占用税占应征

税款的 93%，农民建房应纳耕地占用税全部征收入库。

第二，强化基础工作保税。一是开展多层次，多形

式的税收政策宣传教育。我们通过专题汇报等途径，让

各级党政领导掌握有关政策和征管情况，引起重视，使

领导及时决策指导。联合有关部门，利用广播、电视、报

纸等新闻工具进行农税宣传。1991 年 7 月，我们与广播

电视部门一起举办了“廊坊市第二届理财杯——农税

政策知识电视大赛”，宣传效果良好。在“河北省首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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