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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公费医疗经费

辽宁省丹东市卫生局、财政局

前几年.我市公费医疗管 理比 较 混 乱。小病大

医、无病求医、一人公费全家享受的情况有之；医务

人员开大方、送人情、搞不正之风的有之；还有一些

药物生产单位靠用饭盒、文具 盒等作包装来招徕生

意，加大了药价。以上情况造成了药品的浪费和公费

医疗费的大量超支。1982年以来，我 们针对公费医疗

中存在的问题，从狠抓用药管理入手，建立健全了公

费医疗药品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982年我市享

受公费医疗人数比上年增加了1，333人，在 保 证职工

及时就医、合理用药的前提下，医疗费却下降了13万

元，人均医疗费下降了27.4%。我们的作法是：

一、建立机构.加强领导。首先建立了市级公费

医疗管理办公室，由卫生局副局长亲自抓。承担公费

医疗任务的各医院建立了公费医疗管理小组，并设门

诊公费医疗科，直接承担公费患者的医疗挂号、病志

管理、结算记帐等任务。享受公费医疗的单位也有专

人管理就诊小票，并按月或按季掌握公费医疗支出情

况，卫生、财政两局负责定期检查各单位的公费医疗

管理情况。

二、健全制度、堵塞漏洞。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

础上，我们制定了“加强公费医疗管理的暂行规定”，

凡享受公费医疗的患者必须持“公费医疗证”和 “公

费医疗就诊单”到指定医院挂号、领取“公费医疗处

方笺”和病志就诊；“证”、“单”、“笺”三者相

符，收款处才能记帐；药局凭 “笺”、“单”投药，

缺一不可；患者需要转院治疗，必须持有 指 定 医 疗

“转诊单”和转院患者的 “公费医疗证”、 “公费医

疗就诊单”方可办理记帐。
在医疗单位进药和用药方面我们作了一些具体规

定，如.不准购进无省级卫生厅（局）批准文号的药

品；不准在公费或劳保医疗费项内报销国家和省补充

规定的“自费药品”；不 准购入非治疗性药品；不准

通过非正常渠道为患者开药；门 诊 患者开药量一般不

准超过三天，出院患者带药量不准超过一周。对于违反

规定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和扣发奖金或药

费自理。

承担公费医疗的医院，除 每月向市公费医疗办公

室报送医疗费开支情况外，还按月将就诊次数和医药

费支出情况登记造表，转给职工所在单位。有一个单

位接到报表后，发现一名职工并未患有传染疾病，却

从传染医院一次就开出近30元钱的药，经查明是私自

托熟人开的滋补药品，给予通报批评后，这个职工主

动送回了药品。

三、抓住典型，大造舆论。在加强药品管理过程

中，我们还深入实际调查了解，发现典型 事例，及时

利用广播、报纸、大造反对公费医疗中不正之风的舆

论。例如，丹东市医药批发部门 购 进了9，980盒由某

中药厂生产的用饭盒包装的 “山楂冲剂”，被十几家

医院和诊所购入，不几天就开光了。开药者绝大多数

是享受公费医疗的，许多人没病，为了饭盒来开药，

有人花一角钱挂号费，就得到两个 饭 盒 和价值 5元

钱的 “山楂冲剂”。我们抓住这个典型，除采取必要

的经济制裁外，还以 “一万个饭盒怎样卖出去的？”

为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反对乱购和滥用药品的不

正之风。

四、加强监督，严格奖惩。我们两个局 共同 配

合，每月检查一次公费医疗执行情况，每季度小结一

次，年终进行全面总结。1982年以来，先后对检查出

的转借公费医疗证、开大处方、开人情方、开滋补营

养药等违反公费医疗规定的行为一一进行了处理。市

一院中医科查出24张处方未按规 定 记病志，药费124

元，没有给予拨款；五官科、外科医生违反规定给内

科患者开药，除在全院大会上点名批评外，并扣发了

他们的当月奖金。对于严格执行规定的好的典型，年

终时给予表扬和奖励。由于我们坚持搞好检查评比活

动，奖罚分明，公费医疗管理工作有了很大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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