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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9 年 4 月莒县成为山东省首

批基本药物制度改革试点县以来，莒

县财政局坚持以广覆盖、强基层、建

机制、补短板的民生导向，充分发挥

财政职能作用，不断加大财政投入，

全力做好资金保障，巩固完善基本药

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统筹推进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医共体建

设、村级卫生能力提升等相关领域改

革。十年间投入财政资金 45 亿元，实

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

筑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

（一）统筹医疗卫生资金，提高财

政保障水平

一是强化绩效管理。加强卫生院

医务人员绩效工资考核，创新考核机

制，将服务质量、患者满意度、科室

业务量等指标相结合，采取量化到人，

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通过建立

绩效考核、补偿适度、激励约束的管

理机制，提高医务人员的工资水平，

体现多劳多得，促进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充分发挥服务职能，增加医疗服务

收入，强化自我发展能力。

二是提高人员经费补助水平。首

先，继续加大财政补助力度，全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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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乡村医生补助政策。县财政局将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在编在岗人员、离退

休、遗属人员经费补助提高到 100%。

县级财政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 1500

元核定药物补助。明确卫生院和村卫

生室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分工和资

金分配比例，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40%

任务数交由村卫生室承担，全县村医

月平均收入在 4800 元。县级财政对年

满 60 周岁并工作年限每满 1 年且离开

村卫生室岗位的老年乡村医生，按照

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每月发放 20 元生

活补助。其次，建立实施乡村医生养

老保险制度和意外伤害保险制度。县

级财政安排资金 368 万元，鼓励 45 周

岁以下的乡村男医生和 40 周岁以下

的乡村女医生，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财政按照灵活就

业人员养老保险最低缴费档次 50%，

对其个人进行补助。财政出资 44 万

元，为全县 962 名乡村医生购买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大大减轻因意外而造

成家庭负担过重。

（二）统筹医疗卫生资源，提高基

层专业技术水准

一是统筹推进医共体建设，完善

基本药物制度。通过财政杠杆撬动作

用，加强医共体建设，有效整合医疗

卫生资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体

系整体效能，更好地实施分级诊疗和

满足群众健康需求。坚持县乡村“三

级联动”，实行医疗服务、药品耗材等

“四个统一”，打造影像中心等“五大

中心”，带动县域医共体医疗水平快速

提高。此外，取消药品加成，公立医院

推行药品零差价。自 2015 年 11 月启

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以来，莒县

三所公立医院全部实行药品零差价，

县级财政累计投入资金 4701 万元，保

证公立医院因取消药品加成而减少的

收入。2017 年因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成

效明显受到山东省卫计委、财政厅、

深化医改领导小组表彰。

二是加强信息互通，盘活医疗卫

生资源。通过“上派、下学、对口援助”

等措施，带活乡、村医护人员的专业

技术提升。依托医学影像中心、远程

会诊中心等健康信息平台，借助“互

联网 + 医疗健康”大数据融合发展，

实现网上会诊、远程视频会议等功能，

有效解决了基层技术力量不足的问

地方实践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CHINA  STATE  FINANCE
2021.18半月刊  [ 总第839期 ]

73

题，初步形成“小病在乡镇、大病去医

院”的就医格局。

三是加强卫生队伍建设和人才培

养投入，打造重点学科建设。实施“县

招、乡管、村用”，公开招考、招聘一

批年轻的村医，所有待遇同卫生院在

岗人员一致，完成了乡医新老队伍的

更新交接，稳定了最基层健康“守护

人”的队伍建设。此外，县级财政设立

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资金 500

万元。通过引进柔性人才，与省内知

名大学和重点医院签订合作协议，对

博士、研究生导师来本县开展学科建

设予以财政补助。目前已成功开展了

耳穴综合治疗偏头痛、小儿风热外感

发热技术及眼科治疗提升项目等多种

学科。县级财政对医疗卫生机构重点

学科和新技术应用得到国家认定的，

按照国家级 50 万元、省级 30 万元的

标准进行补助，助力提升医疗卫生队

伍人才“软实力”。

（三）统筹医疗卫生资产，提高基

层诊疗服务能力

一是促进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均等化。为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

等化，向城乡居民免费提供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县财政将人均公共卫

生服务经费由 2009 年的 15 元提高至

2021 年的 79 元。并在十年间安排公共

卫生服务经费 4.8 亿元，用于开展城

乡居民健康教育、建立健康档案、儿

童保健、孕产妇保健、老年人保健、慢

性病管理、健康素养等 14 项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

二是推行医疗设施设备标准化建

设。业务用房通过新建、改扩建和提

档升级改造，使所有卫生院建筑面积、

服务功能、运行管理提升全部达到标

准化要求。建立专业医疗设备轮流更

新机制，淘汰一批陈旧老化，利用率

低的设备，加强医疗卫生资产管理，

及时盘活闲置资产，报废无效资产，

更新急需资产，提升医疗卫生资产使

用效益。对农村常见病使用率较高、

居民认可度较高的设备，例如放射成

像系统（DR）设备、生化血液分析仪

等设备，及时配备到位。卫生室常用

设备配齐配足，配备出诊箱、无菌柜、

高压消毒锅等 8 小件设备，配备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包 1 套，加强卫生室消

毒消杀管理，补齐医疗卫生服务“最

后一公里”的短板。

三是推行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引

领提升工程。将村卫生室纳入农村基

础设施统一规划建设，产权清晰，面

积满足功能需要，布局合理，标识规

范，环境整洁，配备必要的清洁取暖、

降温除湿等设施。配备必要的医疗、

公共卫生及其他工作所需设备，满足

日常诊疗、公共卫生、康复理疗、巡诊

和自助健康管理等工作需要。2021 年

县财政预算安排 500 万元用于奖补通

过省级、市级、县级示范标准验收的

新建或改扩建村卫生室，每处分别奖

补 12 万元、10 万元、9 万元。此外，为

保障村级卫生室日常运转、减轻村集

体负担，按照每年全县人均不低于 3

元标准，纳入县级财政预算核定运行

费用，促进村卫生室健康发展。

四是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财政

保障能力，补齐处置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短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县财政

第一时间迅速启动发热门诊，多渠道

筹集资金和抗疫物资，建立政府采购

绿色通道，购置负压救护车、医用设

备、防护服等疫情防疫物资，加强疫

情资金监管，制定疫情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截至目前，县级财政累计投入

资金 5169 万元，保证疫情期间的各项

支出，取得“零感染、零疑似”的可喜

成绩。

（作者单位 ：山东省莒县财政局）

责任编辑  雷艳  梁冬妮

毕兴世  摄  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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