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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丘提升能力改善作风创新乡村医保机制调查
首席记者 刘彦章 /文 记者 梁照曾 /图

县医保局： 做好顶层设计 改革创新机制

沈丘县医保局局长程麟告诉记者： “近年来， 由于乡村两级没有法定的经办服务
机构和工作人员， 医保政策棚架问题突出， 门诊慢性病、 大病保险、 困难群众医疗救
助政策落实不到位， 群众医保获得感和幸福感不强， 参保意愿不高。 为破解基层医保
工作 ‘谁来干、 怎样干、 怎样干好’ 这一难题， 沈丘县医保局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
向， 着力构建乡村医保新格局， 创新乡村医保 ‘4134’ 机制， 致力打造百姓身边的医
保服务 ‘直通车’， 让群众充分享受到医保惠民利民便民政策。”

乡村医保工作 “4134” 是指： “4 项重点内容”， 即全民参保 “应保尽保”、 门诊
重慢病卡 “应办尽办”、 医保待遇 “应享尽享”、 医保惠民政策 “应知尽知”； “1 个
工作阵地”， 即依托乡村两级定点医疗机构， 全县统一， 建设以乡镇为单位建立医
保服务中心， 以村为单位建立医保服务工作站； “建立 3 个档案”， 即建立居民参
保服务管理、 慢性病管理、 医疗救助待遇落实等三种档案； “公示 4 项内容”， 即
公示居民参保情况、 慢病卡办享情况、 医疗救助待遇享受情况和医保惠民政策。 建
档的目的在于澄清各类人员底子， 精准工作， 提高工作效率； 公示的目的， 一方面
在于宣传政策， 让政策找人， 保证政策落实； 另一方面在于阳光操作， 接受群众监
督， 提高工作质量。

为了确保 “4134” 工作机制可推广、 可复制， 该县医保局率先在北城、 白集、
卞路口 3 个乡镇的 4 个村建立示范点， 以点带面， 推动全县乡村定点医疗机构全覆
盖， 得到了乡卫生院、 村医、 群众各方面的广泛好评。

承上启下 带动村医 乡镇医院压实推进

“县医保局这个乡村医保工作好机制， 不仅给我们搭建了干事创业的好舞台， 还
给乡村医生送来了好政策， 签约服务费用到乡村医保工作上， 今后我们服务群众的干
劲就更足了。” 北郊卫生院院长宋国军兴奋地说。

记者在北郊卫生院采访了解到， 为推动工作机制落实， 该院成立了由 6 人组成的
工作专班， 对辖区 6万多名群众的医保签约服务等工作进行跟进、 督办、 考核、 奖
惩， 并接受县医保局随时检查指导。 “4134” 工作机制不仅让党的医保政策真正落
地， 而且确保了乡镇医院的业务以及地方医保资金安全， 对于患者合理分流、 科学就
诊， 减轻农民看病负担， 起到了承上启下的独特作用。

“以前， 俺也想把群众关心的医保事情办好， 就是不知道咋办。 现在好了， 乡村
医保 ‘4134’ 工作让我们有了抓手， 也有了 ‘阵地’， 县医保局给我们搭建医保平台，
教我们方法， 搞示范试点， 足不出村， 就可以给群众办事啦。” 北城办事处前寨行政
村村医郑峥嵘信心满满地介绍。

而且， 沈丘县医保局创新开展的打通乡村医保经办服务最后一米的 “沈丘模式”，
在此次疫情海啸中得到了初步检验。 由于村医签约服务， 确保经常上门指导患者经常
服药， 增强村民防病抗病意识， 给服务对象心理上提供了强大保护， 郑峥嵘服务的两
个村 3000 多名居民， 没有一例病人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兼有基础病而死亡。 更为惊奇
的是， 前寨村 70 岁以上的高血压、 心脑血管、 糖尿病等慢病患者中， 截至 2023 年 1
月 4 日， 大部分没有感染上新冠病毒。

那么， 沈丘县医保机制创新是如何落地的呢？ 一言以蔽之： 费用有保障， 工作有
考评， 乡村医疗机构有收入， 群众因此得实惠。

为保障乡村医保 “4134” 工作费用， 该县医保局出台 《沈丘县 2022 年度签约服
务费使用管理意见》 和 《沈丘县 2022 度村级签约服务费使用绩效评价办法用》， 为乡
村医保 “4134” 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费用保障和激励机制。 签约服务费， 按照当年度医
共体医保打包付费总额的一定比例预算。 县医保局制定任务考核奖惩标准， 常态化开
展日常督导和年度考核， 每月根据各项服务费的预算额和绩效考核结果， 及时足额把
签约服务费拨付各乡镇卫生院。

这项改革不仅提高了乡村医生的积极性， 而且把乡镇卫生院的业务也激活了———

沈丘县莲池镇卫生院， 每天手持慢性病卡前来拿药的中老年人络绎不绝， 各科室
医生也忙得不亦乐乎。 院长陈华伟告诉记者， 近两年来， 由于疫情的原因， 院里业务
锐减， 前来看病的群众少之又少， 像这种情况以前是看不到的。 乡村医保 “4134” 机
制， 不仅让群众充分享受到了医保政策的实惠， 也给基层卫生院带来了生机。 自 2022
年 9月份以来， 该镇慢病卡月使用率从 9月份的 51%提升到目前的 80%。

乡镇卫生院同时考核村医， 并根据各自业务办理情况发放费用。 签约服务村医的
收入， 与服务群众的质量与数量挂钩， 大大提高了村医 “救死扶伤” “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 的人道主义精神。 以北城办事处前寨行政村村医郑峥嵘为例， 每年她做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和公共卫生项目， 收入就有 10多万元！

乡设中心村设站 县局统一宣传培训考核奖惩 确保医保政策进村入户

那么， 县医保局干什么？
宣传———组织———培训———考核———奖惩， 做好顶层设计及工作推动。
该县医保局印制了 《乡村振兴背景下医疗保障向困难群众倾斜政策宣传册》， 把

困难群众最需要的医保倾斜政策送到每户困难群众家中。 抽调业务骨干， 组建医保政
策宣讲团， 采取 “进乡村、 入农户， 进医院、 入病房， 进单位、 入科室， 进广场、 入
人心” 的 “四进四入” 方式深入宣讲， 推动群众了解、 掌握、 善用医保政策； 公开医
保政策咨询热线电话， 专人值守， 随时答疑解惑； 利用县融媒体宣传平台， 开辟医保
专栏； 借助县级视频会议， 定期举办县乡村三级帮扶人员医保业务培训班， 努力形成
全社会了解医保、 理解医保、 支持医保的浓厚氛围， 为乡村医保 “4134” 工作的推
进， 提供了政策理论支撑和群众思想基础。

从县到村， 乡镇卫生院是中间关键一环。
为了将这一好机制真正在基层实施并发挥作用， 该县医保局组建工作专班， 狠抓

培训、 督导、 奖惩等关键环节， 全力以赴促乡村医保 “4134” 工作落实， 大大激发了
村医生服务群众的热情。 “各乡镇卫生院从现有在岗人员中抽出 3 至 6 名专兼职人员
组成医保工作专班， 每个村卫生室确定 1 至 2 名兼职医保工作人员， 卫生院培训村
医， 对他们的签约服务做绩效评价和服务费发放， 这支队伍就同时成了县医保局基层
工作最有力的腿儿。”

乡村医生成为群众身边的健康 “守护神”， 在医保费征缴工作中更是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 乡村医生走访群众， 一边宣传政策， 一边给群众办实事。 据不完全统
计， 自 “4134” 机制实施以来， 全县乡村医生为群众代购药 1800 人次， 帮助困难群
众办理医疗救助事项 300多人次， 为群众答疑解惑 16136人次。

沈丘县医保局局长程麟到哪里都可以开拓工作新局面。 他说： “什么岗位都可以
为人民服务， 只要迎着问题上， 以目标为导向， 就能破解发展中的各种问题。 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要采取更多惠民生、 暖民心举措， 着力解决好人民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为破解基层医保服务难题， 我们着力构建乡村医保 ‘4134’ 工作
机制， 村卫生室成了宣传医保政策大舞台、 落实医保待遇的主阵地， 群众的幸福感和
满意度明显增强了。”

目前， 该县医保局乡村医保“4134” 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2022 年困难群众动
态参保 1390 人， 2022 年未参保居民已参加 2023 年医保的已有 2600 人， 困难群众参
保率 100%， 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政策落实率达到 100%； 新增门诊重症慢性病卡 1185
张， 门诊重症慢性病卡月使用率从 51%提高到 80%， 帮助 600 多人办理医疗救助事
项， 各项工作指标均居全市第一， 乡村签约医生服务质量越来越高， 群众对医保政
策、 医保工作满意度明显提升。

市医保局局长闫天杰告诉记者： “医保系统成立晚、 任务重、 人手少， 乡村没有机
构， 工作落实在底层最难。 基层医保经办服务在全国都是难题， 我市也是一样。 沈丘县的
做法让我们眼前一亮， 具有可复制性可操作性。 市医保系统近期将在沈丘召开现场会， 学
习、 借鉴、 完善、 推广沈丘基层医保改革模式， 努力开创全市医保工作新局面。”

市县医保局工作人员调研基层医保签约服务 市县医保专家举行座谈会

县医保局工作人员在北郊乡医院了解医保签约服务情况

北郊乡医院医保专班人员了解辖区居民

医保费征缴大病慢病卡办理情况北郊乡医疗保障服务中心

村医登门为参保居民体检

北城办郭庄村医保工作站

沈丘县医保局举办医保业务研判周例会

������地方医保系统省市县三级， 乡村两级没有腿儿。 而医保最重的任务就在
农村。 医保政策在广大乡村如何落地如何执行？ 怎样防止居民因病返贫致贫，
如何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这是当下一个全国性的困局。

这个难题在周口市沈丘县破解了———
年尾岁首， 记者跟随市医保局有关同志， 两次深入沈丘乡村， 通过实地采

访， 召开座谈会， 对沈丘医保工作的创新探索及取得的成效进行了采访调查。
“现在我不怕忘拿药了， 俺村医务室的郭永章医生隔不几天就到俺家提醒

我， 有时候我不方便， 他就给我捎回来。” 沈丘县刘湾镇郭庄行政村的徐老太
喜上眉梢， 逢人便夸。 徐老太今年 78 岁， 患有心脑血管病、 高血压等慢性
病， 3 年前村里给办了慢性病卡， 由于儿子不在身边， 老人行动不便， 三天
两头断药， 也懒得去卫生院拿， 现在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

类似这种情况， 记者在几家常年慢病患者家中， 都得到了证实。 签约服
务， 上门服务， 代理服务， 替患病群众跑腿报销药费等， 这些在城里都享受
不到的优质服务， 如今， 在沈丘县广大乡村都成了现实！

这些改变， 提高了群众的幸福指数， 让党的好政策在乡村医保经办服务最
后一米得到落实。 乡村正一步步成为 《诗经》 中我们的先民期盼的一方乐土。

而这些变化， 都得益于该县医保局实行的乡村医保“4134” 工作机制。

社 址 ： 河 南 省 周 口 市 周 口 大 道 中 段 6 号 邮 政 编 码 ： ４６６０99 党 政 办 公 室 ：6183898 总 编 办 公 室 ：6199548 编 务 中 心 ：6196698 出 版 中 心 ：6199516 视 觉 设 计 中 心 ：6199526
融 媒 体 中 心 ：6069333 后 勤 服 务 中 心 ：6199588 准 予 广 告 发 布 变 更 登 记 的 通 知 书 ： 豫 周 1901 号 印 刷 单 位 ： 周 口 日 报 社 印 务 中 心 电 话 ： 8223587 定 价 ： 1 ． 3０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