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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民生白皮书

新农合报销比例又提高了
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70%
本报记者 李钢

“报销比例又提高了。”不久前，因心脏
病住进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王金生，于1

月9日回医院报销时，发现新农合的报销
比例又提高了不少。

在该院新农合即时结报办公室张贴的
材料上，记者看到，济南高新区居民在该院
住院时，设600元起付线，1万元以下报销
40%，1万-3万报销45%，3万-5万报销50%，5

万以上报销60%。而此前的报销比例分别
是24%、27%、30%、36%。

像王金生一样，2011年，农民住院感触
较深的一点就是新农合的报销比例在不断

提高。“这有赖于新农合覆盖率和筹资水平
的不断提高。”省卫生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2011年我省新农合覆盖率进一步提高，
参合农民达6629 . 13万，参合率达99 . 90%，比
2010年提高0 . 3个百分点，超过国家医改目
标9 . 9个百分点。

在参合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人均筹
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按规定2011年我省
人均筹资水平要达到250元。2011年全省不
仅达到了这一标准，有的地区甚至超过了
这一标准，全省的平均筹资达到了人均252

元。”省卫生厅相关负责人说。

筹资水平的提高直接促进了新农合的
报销比例。据介绍，全省135个新农合县全面
开展了按人头、按病种、总额预付费等支付
方式改革，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
到70%。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达到农民年
均纯收入的10倍以上，并且不低于8万元。

在提高报销比例的同时，我省还加大
了重大疾病的保障水平。我省在全面开展
提高农村儿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等重
大疾病保障水平工作的基础上，将重性精
神疾病等纳入实施范围并在全省推广，在
全国率先将血友病纳入保障范围。要求政

策范围内报销比例不低于70%。据省卫生厅
相关负责人介绍，2011年全年累计救助重大
疾病患者4 . 25万人次，补偿2 . 08亿元。

此外，为了方便农村居民看病报销，我
省还开展了新农合即时结报试点工作。据
介绍，全省有100多个县(市、区)开展了省级
定点医疗机构即时结报试点工作，分别与
省立医院、齐鲁医院、省千佛山医院等21家
省级定点医疗机构签订了服务协议书。同
时，各市级定点医疗机构也开展了即时结
报试点，例如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新农合
即时结报覆盖了济南市所有县市区。

新农合覆盖率和报销比例的提高对缓解农民看病贵难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士雪认为，报销销比例的提高对减轻农民的医疗
负担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他同时也指出，具体作用有多大，需要看农民的医疗支出占其收入的比重，如果医疗总费用上上升很快，报销比例提高，农民的绝对负
担仍有可能增加。

除了能减轻农民的医疗负担，新农合覆盖率和报销水品的提高，还对医院采取一系列便民的服务方式提供了条件。“新新农合报销比例的提高是我们实行
‘先看病、后交钱’就诊模式的基础。”作为全省首家全面推开“先看病、后交钱”就诊模式的三级医院，济宁市中医医院副院长王志同坦承，使该院下定决心推行
这一就诊模式的一个重要基础正是新农合报销比例的提高。

“虽然花了好几万，但孩子总算治好
了。”2月14日，来自菏泽单县蔡堂镇的孙文
敬一家正忙着办理出院手续。这一天，是他
们一家自孩子出生近4个月以来最高兴的
一天。因为不仅孩子的先心病治好了，孩子
的治疗费用可以报销一多半。

“孩子出生十来天就查出患有先心病，
从出生基本就没离开过医院。”今年26岁的
孙文敬似乎还没从这个噩梦中醒过来，一
提起孩子患病的事，她的泪水就流了出来。

2011年10月23日，躺在产房的孙文敬虽
然有些疼痛难忍，但她心里却对即将出生的

孩子充满了期待。“一家人都很高兴，孩子顺
利地生了，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可正在一
家人沉浸在喜悦中时，噩耗不期而至。

“过了几天，医生说孩子患有先心病。”孙
文敬对先心病了解并不多，“医生说，当时孩子
太小，等长大点，做手术危险性低一些。”由于
家庭条件有限，孩子出生后不久，他们就回到
了家里，可刚回家几天，孩子就开始发高烧。

“我们又到县里的医院可一直没怎么
见好。”于是，一家人又带着孩子赶到了济
宁市的大医院。“大夫建议尽早给孩子手
术，要不然可能危及孩子的性命。”听了医

生的话后，孙文敬吓得大哭起来。
“医生说，孩子太小，手术费好几万，我

们哪有那么多钱啊！”手术费可愁坏了一家
人。“我们刚结婚，没什么积蓄，爸妈也就靠
几亩地，家里还有个生病的奶奶。”

为了能给孩子治病，一家人借遍了亲
朋好友，终于筹了4万多块钱。“直到去年
腊月十一，我们才筹到钱，住进了省千佛山
医院。”虽然手术顺利，但因患儿的年龄太
小，手术费用相对较高，“为了能有钱续押
金，前几次住院的钱，就赶紧报销出来了。”

孙文敬告诉记者，孩子第一次住院花

了2000元左右，报销了1000多元，第二次住
院也是2000元左右，报销了700多元。

“费用问题，不用那么担心，现在新农
合可以给这个病报销70%以上。”在了解了
患者的家庭情况和顾虑后，省千佛山医院
心外科的护士及时向他们做出了解释。不
仅如此，“对于符合条件的患者，在新农合
报销的基础上，还给予最高1万元的救助，
不足1万实报实销。”

“护士说我大概能报销3万多，要是这
样，我们借的钱就能还个差不多了。”孙文
敬满脸笑容地说。

女儿刚出生患上“先心病”数万医疗费能报销大半

农民小孙的不幸与万幸
本报记者 郭静

“虽然报销得挺多，但报销还是挺麻烦的。”让孙文敬感觉美中不足的是，她需要回老家报销。
省千佛山医院医保办主任王华介绍，虽然菏泽市各县区都已与省千佛山医院签订了新农合即时结报协议，但重大疾病保保障仍无法实现即时结报，患者

必须等回当地报销。
孙文敬还听说，有的医院可以“先看病、后交钱”。“要是不用先交押金，出院的时候，只交自己要交的部分，那我们们就不用到处借钱了。”据了解，济宁市已

经在全市所有医疗机构推广“先看病、后交钱”的诊疗模式。
“我们盼着报销比例能再提高些。”已经上缴新一年新农合的孙文敬说，“今年好像比去年又多交了10块钱，这样报销比例要更高才行啊。”
因父亲患肠癌而负债累累的李文清，则更希望新农合的大病救助范围能进一步扩大。“要是花好几万，家里可就一下子子又穷了。”一直靠种棉花为生的李

文清一家，在村里收入还算可以，但因为父亲多次住院治疗，家里又欠下四万元的债，附近村里不少人因为家里有人得得大病而到处借钱。

专家评价：新农合大大减轻农民看病难

民生期待：“报销方便些就更好了”

我省已基本实现新农合全覆盖。（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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