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建议反 对 浪 费 要 有 具 体 措 施

朱 季 平

电影《触目惊心》上映之后，议论一时，过后若无其事。仓库里的物资霉烂变质仍有发生，产品质量

低劣，造成积压、削价、报废的损失时有发生。如何阻止浪费现象的发生、蔓延，应该引起广大群众的

注意，提倡人们管“闲事”。同时还必须有具体制止浪费的措施，把实实在在的东西（资金、物料）省下

来，才称得起是节约。
经过多年来的工作实践，我觉得从机关到企业的公费医疗制度，应予改革。
公费医疗制度，对于保障干部、职工身体健康，起了重大的作用，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现在看来它在具体执行上存在许多弊病。一是药品尽使尽用，花钱多少，病人一概不管；二是用少拿多，

全家享受公费医疗，吃用不多，浪费不少；三是公费结算，给医疗单位增加不少麻烦；四是借口治疗方

便，增设内部保健站、治疗室、门诊部等等，既浪费了人力，又浪费了设备和药物。由于以上四方面原因

或更多的原因，目前各单位的医疗卫生补助费普遍超支，为了能够继续“治病”，就要挤占其他开支。能

否改变目前的这种不正常状态呢？就目前的管理和使用公费医疗的办法，很难见效。
在公费医疗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一些改革，将会收到良好效果。具体建议如下：医疗费（定额）

发给个人，超额补助，节约归己。
我们目前的医疗费用标准，行政机关每人每月二元，企业为职工工资总额的 5 %，平均工资每月五

十元，为二元五角，全年每个干部、职工国家所要负担的医疗费在24元—30元之间。

医疗费发给个人之后，取消一切公费医疗证件及手续，实行一律凭现金到病者认为合适的医疗单位

看病。所支费用如有超过定额，要和申请救济相似，给适当补贴。定额之内，节约归己。
这种办法，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的，至于因公负伤或其他原因，属于全包办法的不在此范围，也不

计发定额医疗费用。
实行这种办法，对病者来说，仍有医疗保障，不会因改变办法影响治疗；用药可以适当节约，减少

浪费；一部分可看可不看的病，病者可自己解决，医疗单位将会减少一些负担。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不足

之处，但权衡利弊，我认为以上办法利多弊少。
至于医疗费可不可以按定额发给个人的问题，将会有人提出异议。我认为现在实行的粮价补贴、自

行车补助等，都是按定额发给个人，并不存在超支补助的问题，执行得很好，从来也没有因为粮食多吃

了或自行车大修，超过规定补助而申请救济的例子。
实行这种办法，那些附设的保健站、医疗室等，将会无“病”人前往而停业，如果他（她）们有真

正的医疗技能，让他们到各级医院去为病人治病，既发挥了他们的才能，又弥补了医务人员不足，真是

两全其美的好事。机关干部、厂矿职工都到社会上的医院去看病，干部和群众同医，可以了解一些医疗

单位的情况，减少点特殊化作风，对于转变作风，将有益而无害。
减少药物浪费，应该看到不仅仅是省几个钱的问题。一种药品从采药到制做，要经过若干个工序的

辛勤劳动，最后才到了医疗部门，它是为了治病而生产的，如果不能实现治病的目的，一切生产程序，

皆成为无效劳动，这种社会浪费现象，应该引起公众的痛心。
改变目前公费医疗办法，能否减少超支呢？前面已经谈到它的利弊所在，从已经知道的情况来分析，

多数可以有节约，少数病人可能不足，就算给少数不足者以补助，也要比目前无限制地花费好得多。作

为防止社会浪费的措施，应该看作是一项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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