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顶山市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巡礼·市医疗保障局篇

2020年12月23日 星期三

编辑 周晓果 美编 李永伟 校对 海 飞

本社地址：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268号 电话：4945784 邮编：467002 广告经营许可证：平工商广字第002号 通联部：4944764 广告部：4963338 发行部：4965269 印刷：平顶山日报社印刷厂 地址：建设路东段平顶山日报社新址院内 电话：3988715 上期开印：1：30 印完：4：30 定价1.5元

8

看得起病，也要吃得起药。

11 月 20 日，国家组织药品集

中采购第三批 55 个中选药品在我

市落地执行，药品价格平均降幅

53%，最高降幅 95%，药品集中采

购效果进一步显现。

随着政策红利逐步释放，更

多 患 者 将 用 上 放 心 药 、廉 价 药 。

市医疗保障局扎实推进药品耗材

集中招采，进一步降低药品价格，

减轻患者用药负担。

推动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落地见效。截至 11 月底，第一批

25 个中选药品落地 10 个月，已完

成全年约定采购量的 141%，第二

批 32 个中选药品落地 6 个多月，

已 完 成 全 年 约 定 采 购 量 的

71.5%。中选药品采购量占同通

用名药品采购量的 81%，执行进

度好于预期。目前，国家组织药

品集中采购共有 112 种在我市落

地使用，其中高血压、高血糖、高

血脂、乙肝等慢性病、常见病用药

占相当比例，提高了群众用药水

平，减轻了群众负担，更多群众享

受到改革红利。

积极配合做好省级药品和医

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先后整理

汇总了我市三级医疗机构 2019 年

度吻合器、补片、胶片、人工晶体、

留置针、冠脉支架等六类医用耗

材和 31 种药品历史采购数据，并

积极组织参加四省联盟、全省药

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及国家组

织冠脉支架集中采购报量工作，

集中采购结果执行后，可大幅降

低这些药品和医用耗材价格。

开展新冠病毒检测相关试剂

集中采购报量工作。通过省级集

中采购，新冠病毒 10 种核酸检测

试 剂 价 格 从 120- 180 元/人 份 降

至 12-15.6 元/人份，平均降幅达

90.3%，抗体检测试剂价格从 30-

60 元/人 份 降 至 5.8- 27.78 元/人

份，平均降幅达 70.9%。患者同时

进 行 新 冠 病 毒 核 酸 和 抗 体 检 测

时，检测费加试剂费从集采前的

300 元左右降至 120 元以内，有效

减轻了群众负担。

2020 年 注 定 是 不 平 凡 的 一

年。疫情发生后，市医疗保障局第

一时间召开党组会议、专题工作会

议，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研究制定工作措施，全力做好疫情

防控医疗保障工作；全面落实疫情

期间特殊的医保政策，将新冠肺炎

覆盖的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全部

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并做好与

医疗机构信息系统对接；对医疗机

构确诊（疑似）患者，实行“先救治

后结算”；对定点收治医院实行医

保基金预付制度，根据疫情形势发

展及时向定点救治医疗机构预付

基本医保基金 1766万元。

同时，市医疗保障局创新服

务方式，认真做好疫情防控期间

医疗保障经办工作，积极倡议、引

导办事群众和单位实行“网上办”

“ 掌 上 办 ”“ 电 话 办 ”等 非 接 触 式

“不见面”办理，落实重特大疾病

及重症慢性病“长处方”规定；简

化转诊转院办理流程，建立重特

大疾病及重症慢性病网上审批流

程，由医院医保部门通过网络向

医疗保障部门申报，方便患者疫

情防控期间及时就医、及时救治，

减少贫困人口参保患者反复就医

导致交叉感染的风险。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

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全市医疗保

障系统将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持续巩固医保脱贫

攻坚成果，探索建立防范化解因

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努力让发

展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本报记者 王民峰）

本版其他图片由本报记者王尧摄

落实药品集采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

织密医疗保障网 托起群众小康梦
——市医疗保障局扎实推进医保扶贫工作综述

全民有医保，健康有保障。实施医保扶贫，是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扫清贫困人口脱贫路上“拦路虎”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市医疗保障局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两不愁

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

求，聚焦“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这一目标稳定实现，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精准施策，充分发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大病补充保险、医疗救助

等各项制度的作用，全力保障贫困人口应保尽保和待遇应享尽享，最大

限度减轻贫困群众负担，为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

基本医疗有保障，奔向小康

有力量。医疗保障是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压

舱石”。

如 何 完 善 多 层 次 医 疗 保 障

体系，让老百姓看得起病，习近平

总书记时刻牵挂于心，强调“我

们建立全民医保的根本目的，就

是要解除全体人民的疾病医疗

后 顾 之 忧 ”。 总 书 记 的 重 要 论

述，为做好医保扶贫提供了根本

遵循。

2019 年 1 月 22 日，市医疗保

障局正式挂牌成立。作为新设立

的部门，该局坚持民生与保障齐

发力，扎实推进机构改革、职能转

变、业务融合，加快推进机构、职

能、人员“三到位”，做到无缝衔

接、高效运转，各项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始 终 把 打 赢

脱贫攻坚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强化一把手负总责的领导责任

制，建立局领导包片推进医保扶

贫制度，常态化深入县乡村宣传

医保扶贫政策，察看医保扶贫落

实 情 况 ，着 力 解 决 重 点 难 点 问

题，确保各项医保扶贫政策落地

见效；将医疗保障扶贫工作纳入

年度重点任务推进，多次召开局

党组会进行研究部署，召开全市

医保扶贫工作推进会、座谈会作

出安排，确保坚决打赢医保脱贫

攻坚战。

同时，市医疗保障局制定印

发脱贫攻坚工作方案，对全市医

疗保障脱贫攻坚工作进行部署，

确保各项任务完成和政策措施落

地；建立和全省联动的全市医保

扶贫工作调度机制，实行周报、日

报、季通报，对医保扶贫开展情况

进行调度，全力推进工作落实。

加强组织领导 确保扶贫任务全面完成

如何确保贫困人口“基本医

疗有保障”，防止因病致贫返贫？

围绕国家和省、市部署要求，市医

疗保障局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出

了一套医保扶贫“组合拳”。

“基本医保保基本，大病保险

和大病补充保险保大病，医疗救

助托底线，四重保障相互衔接，梯

次降低了贫困群众的医疗费用负

担，真正让贫困群众敢看病、看得

起病、看得好病，力阻‘病根’变

‘穷根’。”市医疗保障局局长仝宛

鎏说。

“辛辛苦苦奔小康，得场大病

全泡汤。”为防止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市医疗保障局首先提升贫

困人口的参保率，全力推动农村

贫困人口应保尽保，持续开展医

保扶贫底数大清查、大起底工作，

与扶贫部门密切协作，及时对比

数据，进行精准标识、动态调整，

实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未参加基

本医保“动态清零”；发挥医疗资

助托底功能，全额资助特困人员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按照每

人每年不低于 30 元定额资助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低保对象参加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近两年来，

市医疗保障局共资助贫困人口参

加基本医疗保险 43 万人次，资助

参保金额达 1400 多万元。

贫困人口应保尽保，医保倾

斜政策持续落实。市医疗保障局

落实推动多重保障制度，综合释

放梯次减负效应。

实施对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医

保倾斜政策。基本医疗保险对农

村贫困人口实行门诊重特大疾病

和门诊重症慢性病倾斜政策，将

我市门诊重特大疾病由 10 种增

加到 27 种，门诊重症慢性病病种

由 16 种增加到 20 种，农村贫困人

口门诊慢性病按月申报，10 个工

作日内完成审批。门诊慢性病报

销比例由一般人群的 65%提高到

85%，门诊重特大疾病的报销比

例 由 一 般 人 群 的 80% 提 高 到

85%。近两年来，全市农村贫困

人口门诊重特大疾病和门诊重症

慢性病享受共计 29 万人次，基本

医保报销金额共计 9200 多万元。

实行大病保险对农村贫困人

口倾斜政策。农村贫困人口大病

保险起付线由 0.75 万元降为 0.55

万元，分段报销比例在 2018 年的

基础上又提高 5 个百分点，取消

年度内报销封顶线。近两年来，

全市农村贫困人口住院及门诊重

特大疾病享受大病保险待遇共计

3.7 万人次，报销金额 5400 多万

元。

持 续 推 进 农 村 贫 困 人 口 的

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将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纳入困难群众大病

补 充 医 疗 保 险 保 障 范 围 ，实 行

动 态 管 理 ，将 经 扶 贫 部 门 认 定

的新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及时

纳入并享受相应困难群众大病

补 充 医 疗 保 险 待 遇 。 近 两 年

来 ，全 市 农 村 贫 困 人 口 住 院 及

门诊重特大疾病享受困难群众

大 病 补 充 保 险 待 遇 共 计 9.9 万

人次，报销金额 2400 多万元。

医疗救助托底保障成效。对

因患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或患重

特大疾病需要长期门诊治疗，导

致自负费用较高的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纳入医疗救助保障范围。门

诊救助比例为年度限额内门诊医

疗费用的 10%。对农村贫困人口

经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

保险及各类补充医疗保险、其他

保障报销后的个人负担费用，按

年度救助限额内 70%的比例给予

住院救助。近两年来，全市门诊

和住院医疗救助共计 7.4 万人次，

救助金额共计 5000 多万元。

通过医保倾斜政策的实施，

农村贫困人口医保待遇的获得感

进一步增强。前不久，叶县建档

立卡贫困人员丁变因患食管癌住

院，共产生医药费 1 万多元，经过

医保扶贫政策报销后，自己只承

担 800 多元。“过去，我们贫困群

众有了小病拖、得了大病扛。现

在好了，有了党的医保扶贫好政

策，小病没负担，大病有兜底，感

谢党和政府这么好的扶贫政策！”

多重制度保障 推动医保政策落地见效

村庄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水

泥路通向村民家门口，一棚棚香

菇长势喜人……走进鲁山县昭平

台库区乡婆娑村，映入眼帘的是

一幅幸福美丽的乡村画卷，群众

致富信心满满，发展之路越走越

宽。

在 深 入 推 进 行 业 扶 贫 的 同

时，市医疗保障局扎实开展结对

帮扶工作。自 2019 年 5 月起，该

局结对帮扶婆娑村。婆娑村是贫

困村，全村 1028 户 4330 人，建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口 171 户 653 人 。

2019 年，全村还有贫困户 18 个 33

人，贫困发生率 0.76%。

结对帮扶以来，市医疗保障

局党组每月召开一次党组会议，

研究脱贫攻坚工作，听取驻村第

一书记工作汇报，分析总结阶段

性工作完成情况，研究部署下一

步工作，并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

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为全面准确掌握帮扶村脱贫攻坚

情 况 特 别 是 掌 握 贫 困 户 实 际 情

况，该局坚持每月由主要领导带

队，组织帮扶责任人集体入村开

展帮扶活动。

根据该村人口众多、人均耕

地面积少、耕地较为集中的实际

情况，市医疗保障局帮扶婆娑村

提出发展思路，即改善农业基本

条 件 ，集 中 力 量 发 展 香 菇 、蓝 莓

特 色 产 业 ，加 强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

提 高 农 民 自 我 发 展 能 力 。 经 过

发展，目前全村香菇种植规模年

产 达 95 万 袋 ，可 以 为 15 个 贫 困

户提供工作岗位，每户增收 2000

元。投资 130 万元的蓝莓大棚项

目也已建成并进行规范化种植，

2021 年蓝莓即可挂果收获，每年

增加村集体收入 7 万元，并为 10

个贫困户提供工作岗位，每户增

收 3000 元。

今年 10 月，婆娑村剩余 18 个

贫困户家庭年人均收入全部达到

5000 元以上，实现高质量脱贫。

做好结对帮扶
促进帮扶村高质量脱贫

市县两级医疗保障部门工作人员检查药品采购情况

医生在讲解医保扶贫政策

群众在叶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办理业务群众在医院贫困人口一站式结算窗口办理业务市医疗保障局领导在鲁山县调研医保扶贫工作 市医疗保障局供图

市医疗保障局组织医院专家深入贫困村为贫困人口义诊 市医疗保障局供图

医疗保障部门工作人员到贫困户家中回访医保政策享受情况

宝丰县医疗保障局开展贫困人员门诊重症慢性病动态清

零工作 市医疗保障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