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了说情风，度过了亲友关。在财政 支出 上，牢固树

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从点滴做 起，不 该 花的钱一分不

花，不该报销的钱一分不报。

针对 乡政府行政费猛增的势头，赵步华重 新制订

了本 乡的差旅费报销制度，明确 了差旅 费报销限 额。

乡政府工作人员到本市、县出差每月最多报销 4 天差

旅费；各职能部门给县局 报报表一 律 实 行 邮 寄或带

捎；对 乘本 乡车外出办事半天能返回 的，不予报出 差

补助，到县开会食宿自理的，要求回 乡住宿（因 为往返

车费只 有 2 元，而住宿费每夜至少 5 元， 一夜可 节省

3 元）。赵步华就是通过这样精打细 算，1986 至1989

年节支了 2 万 余元。她们的经验，在张家口 市增收 节

支先进经验交流会上做过介绍。

为了控制财政 支出，赵步华制订 了《 现金 管理制

度》 ，杜绝 了私人借款和不合理开 支； 制 订了《 财务

管理十项规 定》 ，开 支实行一支笔审批。她 还在控制

社会集团购买力方 面 大做 文章，勤俭 持 家。1989年县

里给姚家坊 乡下达了5 500元的购买 力指标 ，而她 们只

花了2 400元，仅占总额的44%.正是 由 于这一 系列的

措施，才使 乡包干经费做到 了收 支平衡、略 有节 余。

赵步华同志工作上任劳任怨、原 则性强 ， 从不计

较个人得失。去年，姚家坊 乡办公楼 安装暖气片，工

程 预 算造价14.5万 元。赵步华 同 乡领 导经 过认 真审

核，发现造价过高，不合实际，决 定 降低 造 价3 000

元。而工程 承包人正好是赵步华的老师，他 多次向赵

步华私下求情，她都不 为所 动 ， 耐心 地 向老师 讲 道

理，最后老师对她很不满意，说她 忘恩负义。她听 后

一时心 里也非常难受， 但一想到维护 了国 家利益， 就

感到坦然多了。

简讯
全国公费医疗管理工作经验交流会

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

卫生部和财政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公费医 疗管理工

作经验交流会最近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这次 会议的

主要内容是：学习贯彻李鹏同志最近对公费医疗管理

和改革工作的重要指示；交流加强公费医疗管理，深

化公费医疗改革方面的 经验；讨 论 在今 后一段 时期

内，特别是在治理整顿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公费医疗

管理和深化改革问题，明确今后的工作和任务。参加

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和财政部门的

同志。卫生部副部长何界生和财政部副部长刘积斌在

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刘积斌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在下一阶段，公费医

疗管理和改革工作主要应解决三个方面的问 题：一是

统一认识，密切部门配合，逐步建立起公费医 疗管理

良性循环体系。公费医疗管理和改革工作是公费医疗

管理部门、卫生部门和财政部门及享受单位的共同任

务，对这一点必须有一 致的 认识。各部门要 互相配

合，紧密协作，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二是继续

探索不同形式的改革办法，建立有效的制约机制。公

费医疗改革在现阶段仍应分两步走：1.承担医疗保险

试点的地方，要继续积极搞好试点工作。2.其他地方

应继续探索切实可行的改革办法。改革办法和管理形

式可多种多样，步骤可快可慢，但任何改革措施都必

须贯彻保证职工基本医疗，克服浪费，有效地利用卫

生资源这一原则。在制定和完善改革办 法时，要建立

相应的制约机制，即在经费管理方面，继续完善推广

各种形式的与医疗单位、享受单位、享受个人的责任

和利益挂钩的办法。三是建立健 全公费医 疗管 理机

构，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强化日常管理。公费医疗

管理机构不健全的地方，要采取积极措施，建立管理

机构，特别是省、地一级没有管理机构的局面要尽快

改变。省地一级的公费医疗管理机构要承担本级公费

医疗管理任务，同时还要对下一级公费医疗管理工作

进行指导，制定地区性的公费医疗规章制度，组织全

区性的监督检查等。

何界生同志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强调，各地代 表回

去后，要向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政府领

导全面汇报，要进一步认清加强公费医疗管理和改革

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把部

门利益、单位利益、个人利益统一到国 家利益、全局

利益的基础上。各有关部门要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

切实加强协调、配合，为加强公费 医疗管理和改革尽

职尽力。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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