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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力力干干好好““三三个个年年””
奋奋力力开开创创新新局局面面

县域纵横·汉阴

“我今年 50 多岁了，原来每次都是骑摩托
车从漩涡镇到县医院去透析， 往返要骑 100 多
公里，每月要透析治疗上十次，不仅花费较大，
而且来回折腾，身心疲惫，现在在镇上透析、报
销，近了很多，很方便，也省了一些费用，这是
医院给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啊。 ”患者谢某高
兴地说。

谢某家住漩涡镇群英村，两年前发现肾功
能异常，半年后在汉阴县人民医院开始规律血
液透析治疗，每次都来回奔波，如今在漩涡镇
卫生院就可以解决，再也不用多跑路了。 这一
便民惠民措施主要得益于汉阴县医保支付方
式的改革。

医保在“三医联动”改革中起着牵引和基
础性作用，基金流向哪里，医疗、医药改革就会
跟到哪里。 近年来，汉阴县积极发挥医保在“三
医”协同发展治理上的引导作用，坚持以参保
群众的健康需求为根本出发点，以提升基金使
用效益为基本原则， 通过扩大医保覆盖范围、
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医保基金监管制
度、优化卫生健康服务体系，真正将制度优势
转变成治理效能，取得了良好效果。

应保尽保，做大医保基金“蛋糕”

基金是医保工作的支撑和基石 ， 没有基
金，医疗保险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现在
仍有部分群众不理解、有意见，缴费积极性不
高，少数群众甚至有抵触情绪，不愿缴纳、不想
缴纳，有的只缴纳老人和小孩的，年轻人不缴
纳。

“啥钱都可以省，就这医保钱不能省，这钱
交得不亏，我父亲住院花了不少钱，大部分都
报销了，极大地减轻了我的负担……”谈起医
保政策，家住汉阴县城关镇麒麟村的张某竖起
了大拇指，他家有 7 口人，近几年，父亲因为脑
溢血经常住院治疗，高昂的医疗费压得他喘不
过气来， 好在有医保给他报销了大部分费用，
这才让他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这几天，他母亲
也因为胆结石住院做手术，治疗费用也可以报
销，他们全家更是早早缴纳了 2024 年度城乡居
民医保。

“如何调动群众参保积极性，让群众应参
尽参，应保尽保，更好为广大群众提供强有力
的医疗保障，这是我们每年都要面对的一道考
题。 ”汉阴县医疗保障局局长韩丹说。

近年来，汉阴县坚持“以扩面为重点，以征
收为保障”的工作思路，由政府牵头，医保、税
务 、财政 、民政 、乡村振兴等多个部门协同发
力，采取“清单制+责任制+时限制”等方式，扎
实推动医保征缴工作落实，全力答好这道医保
考题。 “清单制”就是将医保征缴任务分解下达
到各镇，让大家底子清、任务明，心中有数。 “责
任制”就是压实各镇征缴主体责任，将医保征
缴任务纳入县对镇目标责任考核；压实各医疗
机构的“一岗双责”，将医保征缴任务完成情况
与总额预算相挂钩， 倒逼医疗机构不仅要用
好 ，也要收好 ；压实各村催缴责任 ，通过院落
会、小组会、微信群、入户宣传等多种方式加强
医保政策宣传，给群众讲清医疗保险为什么要
涨、参保的好处有哪些，给他们算清健康账、收
入账，引导他们转变观念，从“要我缴”变“主动
缴”。 “时限制”就是明确医保缴费时限，缴费时
限到期后， 除特殊群体外系统将自动关闭，无
法补缴，也无法享受医保待遇，督促群众应缴
早缴。

众人拾柴火焰高。 2023 年，全县城乡居民
医保参保率达到 97.46%， 职工医保应保尽保、
应收尽收，为广大人民群众“病有所医”提供了
根本保障。

总额预算，提升基金使用效益

“前些年， 每年拨付给我们的医保基金都
包不住，医院或多或少都要亏一些。 实行总额
预算、节余留用和‘双打包’以后，促使医院的
观念转变了， 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大
家自觉规范医疗行为，积极主动控费，既为患
者治了病，也节约了医保基金，同时也促进了
医院的发展，可以说是初步达到了患者、医院、
医保三赢的良好局面。 ”汉阴县人民医院副院
长龚家富说。

从 2020 年起， 该县按照 “134” 工作思路
（即：健全一套总额支付制度，强化基金预算、
拨付、管理三个重点，规范经办、结算、服务、监
管四个流程）， 在全市率先开展医保基金按人
头总额预算的复合型支付制度改革。 2022 年，
整合全县 3 所公立医院及 14 所镇卫生院，建立
县域医疗健康共同体总院（县人民医院），由县

医共体总院负责统筹管理， 实现了总院牵头抓
总，分院分工担责的良性发展局面。全县城乡居
民医保基金由 2019 年赤字 3527.89 万元，到截
至 2023 年 6 月底，当期结余 6550 万元，累计结
余 26046 万元，有效化解了基金透支潜在风险，
达到了医保基金“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盈
余、封闭运行”的预期目标。

2022 年，按照“总额控制、分块结算；结余
留用、合理超支分担；分期拨付、定期考核和适
当调控、奖惩并重”的原则，又在全市率先研究
制定了 《汉阴县医保基金总额控费结余留用管
理办法》， 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年度结余资金，
全部拨付给医疗机构， 原则上按 60%的比例用
于内部奖励性绩效工资自主分配， 剩余资金用
于特困患者救助和医疗机构自身发展。 引导医
疗机构转变发展模式，变“收入”为“成本”，变
“被动控费”为“主动控费”，促进了全县医疗卫
生事业健康发展。同时，积极加快推进 DRG（疾
病诊断相关分组）支付方式改革，在全面实施医
共体医保基金总额管理的基础上， 探索实行医
保基金“双打包”制度。 以医共体范围内定点医
疗机构上年度医保基金结算支付总额， 参照前
三年医保基金结算支付增长幅度， 将职工医保
和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整体“打包”给县域内医
共体总院，按照以 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为
主的医保支付方式进行年度结算， 健全医共体
协议管理和运行监测机制，推进协同改革。

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不仅
要用好， 更要管好， 让更多的患者享受医保报
销。该县建立完善了医疗保险稽核管理办法，加
强医保基金的预算、分析、控制，实施全流程动
态监测预警措施，及时了解、掌握医共体总额支
付基金运行情况， 把牢医保基金支出进度和使
用的科学性、合理性；采取“年度+季度+日常+
专项”检查监管模式，常态化对全县定点医药机
构开展全覆盖专项检查， 严肃查处违规违法行
为；组建医保基金监管“生力军”，聘请 31 名医
保基金监督员，强化社会监督；建立目标考核机
制， 强化县医共体总院对分院的日常业务审核
和考核，规范医保服务行为。 构建了常态化、全
方位、闭环式医保基金监管防线。 今年以来，已
追回医保基金 403 万元，行政立案处罚 3 起，向
纪检监察部门移送问题线索 8 条， 形成医保基
金使用监管强大震慑， 确保医保基金安全平稳
运行。

“三医”协同，增强群众获得感

通过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引导医共体主动
推动分级诊疗、促进医疗资源下沉、规范诊疗服
务行为， 是促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的关键
所在。

实施医保基金总额预算支付方式改革以
来，汉阴县各定点医疗机构紧紧围绕“县域医共
体不仅是服务共同体，更是利益共同体、管理共
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发展理念，通过组建责任
医师团队，派驻管理和技术人才，规范双向转诊
制度，开展巡回医疗、远程医疗活动，扎实开展
医共体对口帮扶， 有力提升了基层医疗机构的
诊疗水平和服务能力， 优化了医疗资源的合理
配置，让参保群众就近就地享受便捷、优质的基
本医疗服务。

汉阴县漩涡镇中心卫生院血透室的正式建
成投用，就是很好的一个缩影。 今年 56 岁的赵
某是漩涡镇田堰村村民，2017 年， 她和儿子均
被确诊为肾衰竭。 6 年来，母子俩一直在县人民
医院进行透析治疗。 如今，一家人依靠丈夫、女
儿在外务工的收入生活。 “我年龄大了，身体不
好，经不起往返乘车的折腾。以前专门在城里租
房，就是为了治疗的时候居住。 除了医疗费，每
年的房租、水电费还需 8000 余元，家庭经济负
担很重。现在在镇上做透析，省了很多钱。”赵某
说。

今年 7 月，县医共体总院在人口相对集中、
交通相对不便的南部山区漩涡镇中心卫生院，
从医护人员、医疗技术、设施设备等方面全程帮
扶建立血透室，派驻资深医生、护士长期在该院
开展血透专业服务，方便漩涡、汉阳两镇及周边
区域患者就近透析， 既避免患者到县城透析路
途往返折腾，又可节省交通、餐饮费用，每年可
为每个透析患者节约交通、 餐饮等费用 1 万余
元，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了“家门口”式的透析
服务， 有力推进了医保改革和医疗机构改革相
互促进、协同发展。

“下一步，汉阴县将多方位探索医保支付方
式改革新路径， 推动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取得新
成效，让医保改革红利惠及千家万户，让群众的
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强，健康更有保障。”汉阴
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祖白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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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集镇社区采取县内外劳务输出，
加社区附近务工方式解决群众就业问题。”11 月
20 日， 汉阴县铁佛寺镇集镇社区党支部书记郑
安元介绍说。

据郑安元介绍， 铁佛寺镇集镇社区目前有
596 户 2138 人，已实现就业 1140 人，其中组织
劳务输出 950 人，社区附近蚕桑产业园、社区工
厂等务工 163 人，开发公益性岗位 27 个，就业
成为社区居民增收的有效手段。

全县脱贫摘帽以来， 为有效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汉阴县通过抓实就业工作，借助技能
培训提升群众就业技能， 采取多种渠道组织群
众外出务工增收， 并充分发挥公益性岗位兜底
功能，促使群众实现就业增收，从而让群众增收
的步子走得更扎实。

实用性培训促进群众灵活就业

杨晓梅是涧池镇紫云南郡社区居民之一，
因为大女儿在社区附近的涧池初级中学上学，
小女儿在社区附近的涧池镇南河小学上学，杨
晓梅只好留在家里照顾两个女儿。 这几年社区
里先后组织了 6 次餐饮技术培训， 杨晓梅每次
都积极参加。

考虑到社区附近务工群众、社区居民、上学
学生等人群有购买早餐的需求， 且社区周围做
早餐的店铺较少，去年年初，杨晓梅就在社区附
近紫云村办起了一个小餐馆，主要做菜夹馍、肉
夹馍、炒面之类易于加工的食品。 在创业初期，
杨晓梅的客流量还不是很稳定， 一个月下来的
纯利润约有 2000 多元，加上在深圳务工丈夫每
月 9000 多元的工资收入，杨晓梅一家人的收入
在 12000 元以上，生活不仅有了充足保障，脱贫
攻坚成果也能有效巩固。

紫云南郡社区目前办有藤编、电子加工、成
品袜等社区工厂， 社区党支部就结合企业用工
需求，组织社区居民参加技术培训，通过社区工
厂岗位实践提升居民实操能力。 社区还发挥居
民中技术骨干的引领示范作用， 通过岗位传帮
带促进居民进一步掌握所在岗位技术能力。 不
仅如此， 社区集体经济合作社还根据农业生产
需要， 组织合作社技术服务部技术人员开展种
养殖技术培训，化解居民务工、种养殖的技术难
题。

“近几年，我们社区围绕家政、藤编、足浴、
烹饪、种养殖、直播带货等内容，先后开展技术
培训 20 余场次，培训居民 400 余人次。 ”紫云南
郡易地搬迁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红霞介绍说。

汉阴县坚持“什么职业好就业、工资高就开
展什么技能培训”的工作导向，围绕母婴护理、
茶叶制作、缝纫工、电工、电焊工、电子线束等技
能，面向就业困难人员、易地搬迁群众等重点群
体开展“订单式”定向培训，提高劳动者技能素
质，提升就业质量。 截至 10 月底，全县已累计举
办修脚师、家政服务员、美容师、直播销售员等
培训班 58 期 1816 人，其中脱贫劳动力参训 737
人，分别达到市上下达任务的 106.8%、105.2%。

多渠道转移拓展群众就业渠道

兴隆佳苑易地搬迁社区位于平梁镇兴隆
村，目前有居民 441 户 1702 人。 为促进群众有
效就业，兴隆佳苑社区建立起居民就业台账，收
集发布各类企业用工信息，开展“春风行动”暨
就业援助月活动，为居民外出就业提供便利。

“我们社区还依托 1500 亩标准化蚕桑产业
园和社区工厂， 组织没有外出的居民到蚕桑产
业园、社区工厂就业，从而有效增加了居民的就
业人数。 ” 兴隆佳苑社区副主任张春介绍说。

居民刘先进以前在外务工，为了照顾家人，

刘先进自 2021 年起就承包了蚕桑产业园 100
亩，蚕室 2 处用来养蚕，带动社区剩余劳动力就
业 35 人次。两年来，刘先进平均每年养蚕约 100
张，单张蚕种产鲜茧 60 公斤，连续两年年产值
均在 30 万元以上。 因为产业发展成效突出，刘
先进今年 3 月被安康市蚕桑协会授予 “安康市
十大养蚕状元”称号。

据张春介绍， 兴隆佳苑社区组织居民到蚕
桑产业园、蚕桑制种场、社区工厂就业，累计带
动人数达到 320 余人， 人均月工资收入至少在
2200 元以上， 实现社区居民家门口就业增收目
标。

汉阴县采取“线上云推介+线下对接”相结
合方式， 力求县外转移就业与县内就近就业相
结合，与江苏常州、溧阳、福建泉州、上海松江、
广东东莞等地协作联动， 推动求职者与用人企
业双向选择，通过送岗位、送信息、送政策、送服
务，打通服务群众就业的最后一公里，让广大群
众“求职有门、就业有路、创业有助”，确保实现
“群众就业有支持、企业用工有保障、返乡创业
有项目、大学生就业创业有帮扶、服务满意有提
升、劳务协作有成果”等目标，以充分就业促进
群众增收。

2023 年以来， 汉阴县共开展线上和线下招
聘会 26 场，推送招聘信息 25 期，提供就业岗位
3 万余个。 全县农村劳动力已实现转移就业约
8.2 万人，约占年度目标任务的 117.7 %；全县脱
贫人口已实现转移就业 3.0294 万人。

公益性岗位兜底困难群体就业

在整村脱贫退出之后，为帮助家庭困难、劳
动力弱等村民实现就业， 胜利村向县镇两级争
取了护林员、护路员、护河员三类 12 名公益性
岗位。 根据村“两委”成员和村民代表集体商议，
胜利村确定了 12 名公益性岗位具体人选。 由村
“两委”成员组成的考核小组根据公益性岗位人
员履职天数，以及现场劳动成果察看等方式，确
定每名公益性岗位履职人员每月工资发放金
额。

54 岁的村民杨文申住在村里八组， 家里还
有一个 80 多岁的老母亲。 因为要照顾老母亲的
生活起居，杨文申无法外出务工。 为帮助杨文申
增加家庭收入，从 2021 年起，村里把 2 公里的
通组路路面清扫、 小规模塌方清理等工作交给
了杨文申。

“因为杨文申每个星期都会抽时间按时完
成路面清理工作， 镇上的检查组对他的工作给
予了很高评价， 他每个月 600 元工资都能足额
领取。 ”村党支部书记曾杰说。

据曾杰介绍，每次下雨之后，如果公路排水
沟出现小规模塌方，不用村里安排，杨文申都会
主动及时清理塌方，确保村民能正常使用道路，
这赢得了村民们的一致认可。

在干好公益性岗位工作之余， 杨文申还想
办法增加家庭收入， 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猕猴桃
产业园务工需要劳动力时， 杨文申总是积极参
与，一年下来，杨文申的务工工资收入超过了一
万元。 杨文申还是一个勤快人，他每年还种了一
亩多稻谷、一亩多玉米，以及土豆、红薯、油菜等
农作物，除了留足自己的口粮之外，一年下来至
少可以卖 5000 多元。

汉阴县目前在农村（社区）积极开发从事环
境保洁、 河道管护等公共设施维护及公共服务
类公益性岗位，旨在促进“无法离乡、无业可扶、
无力脱贫”的重点群体就业。 截至 10 月底，汉阴
县共计开发保洁员、信息员、炊事员、护河员等
公益性岗位 2524 个， 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2274 人，其中安置脱贫劳动力（含监测户）就业
1961 人，有效发挥了就业增收作用。

增收步子更扎实
———汉阴县抓实就业助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

通讯员 邓永新

社区就业培训会

蚕桑产业技术培训

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市医疗保障局在汉阴调研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工作。 强化医保基金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