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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报销3800元
极大减轻他们家庭负担

64岁的张运来家住太白
湖新区，患有心肌梗塞的他已
在轮椅和床上度过了十余年，
近两年来病情愈发严重，无法
说话、无法坐卧，连吃饭都只
能吃流食，一天24小时需要人
照顾。

张运来所住的小区是太
白湖新区回迁片区之一，自从
房屋和耕地被征收后，他和老
伴除了低保救助金、居民养老
金外，没有任何收入，还得负
担高额的医药费，日子过得十
分拮据。太白湖新区人社局将
其纳入医保精准扶贫对象，建
档立卡进行帮扶。

张运来又住了4次医院。
“4次住院加起来总共花费了
4 . 2万元，居民医保给报销了
3 . 2万元。由于是扶贫对象，又
多给报销了3800元，最后个人
只付了9600余元。”他的老伴
介绍，对于没有收入的贫困户
来说，多报销3000多元极大地
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医保扶贫是济宁市精准
扶贫行动的重要部分。对于因
病致贫的家庭来说，医保扶贫
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

为让所有扶贫对象都能享受
医保扶持，济宁市人社局实施
了全员参保扶贫攻坚行动，确
保将扶贫对象全部纳入覆盖
范围。目前全市13 . 96万名贫
困对象已全部纳入居民医疗
保险覆盖范围，并在信息系统
中作了标识。

扶贫对象参加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由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向同级财
政部门统一申报、给予全额补
助。对于已经缴纳了2016年度
个人缴费部分的贫困对象，由
济宁市人社局积极协调财政
部门，划拨医保扶贫专项补助
资金，为1 . 8万名已缴费扶贫
对象返还政府补助资金252万
元，所有扶贫对象均享受到了
政府全额补助的政策。

增加鉴定次数
47种慢性病门诊可报销

患有慢性病的扶贫对象
常年在门诊看病拿药，门诊医
疗费支出较大、负担较重。针
对这种情况，济宁市人社局完
善了慢性病鉴定制度，将47种
慢性病纳入门诊报销范围。

济宁市人社局医疗工伤
失业保险科科长纪志强介绍，
为方便患者，还增加了鉴定次

数，门诊慢性病集中鉴定由原
来每年2次增加到4次，一季度
集中鉴定一次，恶性肿瘤患者
等7种甲类疾病可随时鉴定。
提供上门鉴定，对病情较重或
行动不便的，组织专家到扶贫
对象家中现场鉴定。规范定点
治疗，推行分级诊疗制度，引
导扶贫对象就近定点开展慢
性病治疗。

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告知
扶贫对象哪些疾病属于慢性
病种以及申报的程序和需要
提供的材料，将鉴定时间、地
点通过乡镇人社所提前通知
申报人员，让扶贫对象及时参
加鉴定。目前已有7298名扶贫
对象鉴定为门诊慢性病，享受
到不住院也能报销医疗费的
待遇。

在医疗费用结算方面，经
鉴定符合享受慢性病医疗待
遇条件的扶贫对象，可选择本
县(市、区)一家定点医疗机构
作为门诊慢性病就医的定点
医院。医疗费用实行联网结
算、即时报销，个人只缴纳应
负担的费用，其余部分由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
构结算。

三降低四提高
济宁医保扶贫又多条路

从门诊到住院、从基本医
保到大病保险，济宁市人社局

还推出了“三降低、四提高”医
疗保险精准扶贫政策。

所谓“三降低”，即降低慢
性病门诊、住院和大病保险起
付标准。经鉴定为慢性病的扶
贫对象，门诊就医报销起付标
准由500元降为200元；扶贫对
象在一、二、三级定点医疗机
构住院，起付标准由原来的
200元、500元、1000元分别降
为100元、300元、500元；大病
保险起付标准在省规定降低
50%的基础上，济宁市人社局
全面取消了扶贫对象的大病
保险起付标准。

所谓“四提高”，即提高慢
性病、住院、大病保险医疗费
报销比例和大病保险最高支
付限额：慢性病甲类病种报销
比例由原来的 7 0 % 提高到
80%、乙类病种由原来的60%
提高到70%；在一、二、三级医
院住院，医疗费报销比例由原
来的80%、70%、55%分别提高
到90%、80%、65%；大病保险
每段报销比例提高5%；大病
保险最高支付限额由30万元
提高到50万元。

自2016年3月政策实施以
来，全市慢性病就诊23064人
次，发生医疗费2172万元，报
销1868万元，报销比例86%；
发生住院16570人次，医疗费
9992万元，报销8066万元，报
销比例80 . 7%，个人负担人均
减轻1000余元。

13万多贫困户
六成以上农户因病致贫

全市13 . 96万名扶贫对
象 中 ，因 病 致 贫 的 农 户 占
60%以上，其中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精神病等慢性疾病
的约占80%；患有恶性肿瘤、
尿毒症等重大疾病的约占
10%。

2015年济宁市扶贫对象
住院发生医疗费2 . 9亿元，医
保基金报销1 . 96亿元，个人
负担9400万元，其中大病患
者负担较重、人均1 . 4万元左
右，特别是尿毒症、器官移植
患者个人负担每年3万元左
右。这些患者需要家人长期
照料，也影响了家庭其他成
员的工作和收入，造成整个
家庭经济困难，长期处于贫
困境地，难以承担大额医疗
费用。

今年3月份，济宁市出台
《关于济宁市居民医疗保险
精准扶贫的意见》，整合各类
资源向贫困群体倾斜，组织
实施全员参保、门诊医保、待
遇提升三大医保扶贫攻坚行
动，减轻扶贫对象的医疗负
担，有效缓解了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问题。截至目前，全市
各县市区财政累计出资1955
万元，医保基金支出9934万
元，就医受益3 . 96万人次。

济宁市人社局三大医保扶贫攻坚行动持续发力

医医保保兜兜好好底底，，因因病病致致贫贫难难再再现现
本报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纪志强 衣媛 李齐白

医保扶贫是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为让所有扶贫对象享受医保扶贫政策，济宁市人社局提请市政府
出台《关于济宁市居民医疗保险精准扶贫的意见》，组织实施了全
员参保、门诊医保、待遇提升三大医保扶贫攻坚行动，将全市13 . 96
万名贫困对象全部纳入居民医保覆盖范围，有效提高了贫困人口
的医疗保障水平，减轻了扶贫对象的医疗负担，缓解了群众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问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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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纳入门诊报销，给患者带来更多便利(资料图)。

照顾卧病在床的亲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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