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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1日(星期一)
4月1日，位於雲南中部的玉溪市9縣區開始全面實施新農合增資提標新政策，在此前於紅塔區和新平縣先期試行基礎上，

由財政出資補貼100元，使籌資標準提高至250元／人。同時，建立農民電子健康檔案、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在現行體制下實

行財政全額供養、建立鄉醫退養機制等多項惠民醫療改革措施一併推出，實現了「基本醫療高補償、老年慢病有保障、大病

救助全覆蓋」。分析人士指出，作為西部地區的一個地級市，政府從財政資金中拿出錢補助參合農民，惠及全市

176萬農民，真正體現了讓改革成果惠及廣大人民群眾的執政理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 和向紅、羅斯、王晉、孔蓮芝、彭雲 玉溪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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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老人：新農合讓我們活得踏實

「隨 年紀越來越大，跑醫院的次數也開始
多了起來。不過，自己出的醫藥費卻越

來越少。」翻開農村合作醫療本上的住院和報銷記
錄，紅塔區大營街趙桅村71歲的龔蘭珍對記者說。
記錄顯示：09年9月26日至10月10日，龔蘭珍因腰

椎間盤突出入住玉溪市醫院，醫藥費6602.28元，報
銷948.26元，報銷比例14.36%；2010年6月7日至7月
23日，因肺氣腫入住辦事處衛生院，醫藥費4576.4
元，報銷3409.56元，報銷比例74.5%；2011年1月20
日至2月12日，因肺氣腫入住辦事處衛生院，醫藥費
3476.7元，報銷3399.3元，報銷比例97.7%。
報銷比例的逐年提高，幫龔蘭珍省下不少養老錢

的同時，也讓老人對看病拿藥不再害怕。4月1日，
玉溪在全市實行旨為「提高農民基本醫療保障水平
和健康水平」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簡稱新農合），
鄉鎮衛生院、縣及省市級醫院的住院報銷比例分別
達95%、65%、40%以上，使像龔蘭珍這樣的患病
農民，在新農合實施後真正享受到了看病的實惠。
雲南省發改委巡視員、省醫改辦主任賀金喜此間

指出，「玉溪模式」的推出，對全省醫藥衛生體制
改革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在全省起到了先
行先試的帶頭引導作用。

農民：享受改革成果主體
「90%的農民只享有10%的醫療資源，這樣的狀況

再也不能持續下去了。」2010年12月29日，玉溪市委
書記孔祥庚在玉溪市提高農民基本醫療保障水平和
健康水平啟動儀式上說的這番話，或許最能體現玉
溪176萬農民的心聲。玉溪市曾經以兩煙聞名遐邇，
近年來玉溪以生態立市為首的發展戰略，使非煙產
業收入遠超煙草，教育、醫療、扶貧等社會事業也
得到了空前的關注與投入。
玉溪市委、市政府在前期調研和考察的基礎上，

決定從2011年起，市、區縣兩級投入2.7億元的財政
資金，大幅提高全市農民基本醫療保障和健康水
平。對每位參合農民人均補貼100元，使新農合籌資

標準從2010年的140元／人，提高到了250元／人，縣
區還可根據自身財力再逐步增加配套資金。陸續實
現「參合農民基本醫療高補償、老年慢性病有保
障、大病救助全覆蓋」三大目標。

農村衛生院：農民願進的惠農醫院
「現在政策越來越好了，敢看病了，不然我早就

入土了。」龔蘭珍身患高血壓、哮喘10餘年，近年
又發現肺氣腫和腰椎間盤突出，斜坐在大營街衛生
院內科病床上的龔蘭珍，雖然鼻子裡插 氧氣管，
但精神還不錯。她告訴記者，這次已經是她今年第
二次入院治療了，「現在哪裡不舒服就趕緊到醫院
來了，我對兒子說，這樣下去我還可以多活幾年」。
10多年前就患有高血壓的龔蘭珍礙於拮据的家庭

收入，即使高壓到160也沒有到醫院就醫，一般情況
下只捨得到藥店買一瓶最便宜的降壓藥服用，一旦
血壓降下來就又停服藥。隨 年齡越來越大，龔蘭
珍又相繼患上了多種疾病。09年9月，龔蘭珍嚴重的
腰椎間盤突出已讓她不能行走，無奈之下，家人把
她送到了康復條件較好的玉溪市中醫院住院近半個
月。儘管按當時的農村醫保政策6602.28元的住院
費，報銷了近千元，但自己承擔近85%的5000多元的
負擔，還是讓龔蘭珍的家人背負起沉重的包袱。
龔蘭珍說，以前看病是一件奢侈的事。現在有了

新的醫保政策，報銷比例越來越高，再加上今年我
家又被納入了低保戶，我對看好病更有信心了。

提升服務質量成工作目標
就在龔蘭珍把醫療證上的費用指給記者看時，一

旁的紅塔區衛生局合作醫療管理辦公室（簡稱合管
辦）的工作人員，卻從龔蘭珍的就醫記錄看出了
「問題」。「大媽，你是老年慢性病，你的門診費除
了按常規報銷50%外，還可以辦一個老年慢性病卡，
這樣你就可以報銷75%了」。這位合管辦的負責人解
釋說，因為今年剛剛開始實行新農合政策，所以有
部分新規還需要他們去社區、家庭宣講，讓所有人
都實實在在地分享新農合的實惠。
記者從玉溪市衛生局提供的相關數據了解到，玉

溪市1－6月，全市共有167.8萬人次得到新政策補
償，其中門診160.9萬人次，住院6.92萬人次，受益面
達108%，醫藥總費用2.66億元，新農合報銷補償1.2
億元，住院次均補1460元。無論是先期啟動的紅塔
區、新平縣，還是全市整體情況，與2010年同期相
比總體波動不大，並沒有出現扎堆就醫的情況。玉
溪市衛生局相關負責人表示，玉溪市下一步將在農
村醫療信息化建設，提高服務能力及素質等軟實力
上下功夫，培養全科醫生，力爭讓玉溪人「小病不
出縣，大病不出市」。

自2011年起，玉溪市市縣兩級每年投入2.7億元財
政資金，大幅度提高全市農民基本醫療保障水平，
實現農民「基本醫療高補償、老年慢性病有保障、
大病救助全覆蓋」3大目標。

人均增撥100  大病可報11萬元
玉溪市級財政對參合農民人均將增加新農合資金

100元，縣區根據財力狀況將逐步配套增加，使全市
參合農民保障資金從2010年的140元/人提高到250元
／人以上；參合農民在鄉鎮、縣區、省市的普通住
院報銷比例分別提高到95%、65%和40%，實現農
民在基層醫療機構高比例報銷；同時，住院報銷封
頂線也從3萬元／人提高到6萬元／人。在此基礎
上，建立參合農民大病救助制度，減輕患大病的參

合農民的醫療負擔。對單次住院費用超過1萬元
者，符合新農合報銷政策中的自付部分再給予不低
於45%的報銷補助，大病再次補助的年封頂線為5萬
元／人。根據新標準，今後玉溪市新農合參合農民
如遇重大疾病，每人每年可獲報銷及補助金額最高
將達到11萬元。

建健康檔案 健全醫療保障體系
玉溪市以紅塔區和新平縣為試點，開展65歲以上

參合農民門診慢性病定額補償試點，在試點取得成
功經驗後逐步推廣並投入3000萬元資金，為全市農
民建立電子健康檔案。玉溪還將通過一系列措施，
逐步健全城鄉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完善城鄉醫療救
助制度，提高醫療衛生服務能力。

有 9年臨床經驗的普海生，是大營街衛生
院住院部醫師。在普海生眼中，大營街村民
健康保健意識的提高，是9年間最大的變化，
而這種變化來源於惠及農民的農村醫保政
策。

普海生告訴記者，「今年村民的覆診率特
別高，病情的好轉提高了他們的生活質量。」
而與此形成對比的是06年之前到衛生院住院
的病人很少。對於這一變化，普海生分析認
為，其原因是農民就醫減免政策越來越多。
而讓普海生感到欣慰的是，村民的治病、防
病意識比以前提高很多，「即使是受教育程
度並不高的村民，在醫師的反覆指導下，也
慢慢培養起了健康意識，這對高血壓等心血
管病的治療和預防是非常有益的，也培植了
病人對衛生院的信任度。」普海生指 一份
病例介紹：像這位腦梗塞病人去市級醫院檢
查後，就返回到我們衛生院住院治療。

有 70個住院床位的大營街衛生院，雖然
屬於一所鄉村衛生院，但整潔的環境和健康
保健知識、醫保政策宣傳，給記者留下了深
刻印象。其中一份宣傳入院分娩的資料引起
了記者的關注：在玉溪市的鄉鎮衛生院產婦
順產分娩的費用僅是450元，其中由新農合補
貼400元。「95%的高報銷和我們逐漸提升的
軟硬件實力，無形中都是對病人康復最大的
保障和支撐。」普海生自豪地說。

印象中玉溪是個富足的地方。但實地採訪玉溪
後，記者有幾個「沒想到」。

沒想到玉溪辦公場所那麼「古老」。採訪所到的
無論是市級機關還是玉溪財政收入最靠前的紅塔
區，辦公居然還是沿用建於上世紀80年代的老辦公
樓，有的辦公室木質的門窗已經老化得變了形，似
乎與玉溪富足的對外形象太不相稱，遠比雲南許多
州市差很多。

沒想到玉溪的教師那麼幸運。早在幾年前，玉溪
市每個區縣的山區教師陸續都可以在縣城買到一套
經濟適用房，07年時新平縣開建的教師小區位居新
平縣城最好的地段，逾100平米的教師公寓，每套
房僅售10餘萬元。最近江川縣的教師小區也要竣工
投入使用了，實在讓聽者羨慕不已。

沒想到玉溪的賓館和辦公樓一樣老舊。記者入住
的玉溪賓館前身是玉溪市委招待所，估計是與辦公
樓同年代建設的，環境很好，可房間的設施嚴重老
化，所有的室內裝修都是初始的。

玉溪人自豪的告訴記者，玉溪市有3個指標是雲
南省第一：人均收入第一，農民純收入第一，人均
擁有私家車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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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衛生院的診療贏得了越來越多患者的信賴

■讓普海生感到欣慰的是，村民的治病、防病意識
比以前提高很多。

為民謀福祉 玉溪探路農村「醫改」

玉溪的「第一」與「落後」

記者手記

■躺在病床上的龔蘭珍說：「現在政策越來越好
了，敢看病了。」

■紅塔區合管辦的工作人員正在教龔蘭珍辦慢性病卡

■玉溪市力爭讓玉溪人「小病不出縣，大病不出
市」。

■玉溪新農合使農民看病貴得到了有效的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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