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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医改工作会议22日召开，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

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将提至70%
本报记者 闫丽君 实习生 宋佳 王启凤

开发区召开新闻发布会称

舒朗不存在劳动违法问题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侯文强) 针对近来媒
体质疑的“舒朗过会被
否，或涉嫌重大劳动违法
案件”的说法，烟台市开
发区22日下午召开新闻
发布会进行了说明。烟台
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副局长宋德欣称，

2008年前舒朗按时足额
缴纳了社保费用，之后舒
朗缓缴社保符合企业减
负政策，并且舒朗已经在
2010年5月份全部补缴。

山东舒朗近日申请
发行每股面值1元，不超
过2400万股的普通股，但
在20日中国证监会发行
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上
未获通过。此前《经济参
考报》曾报道该公司多
年拒为大多数职工办理
社会保险和缴纳公积
金，违法用工涉1000余
名，涉嫌重大劳动违法
案件，存在上市硬伤。

针对“舒朗近十年
一直拖欠职工社会保险
和公积金”的质疑，烟台
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宋德欣说，山东
舒朗有限公司自1999年
11月成立以来，严格遵守

劳动法律法规，主动与
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缴
纳社会保险费。截至目
前，山东舒朗共有1474名
职工，并全部缴纳了社
会保险费，各种社会保
险费均缴至2011年4月。

宋德欣说，2008年
之前，山东舒朗缴纳社
会保险费是按时足额
的，但随着国际金融危
机影响的逐渐深入和企
业规模逐渐扩大，舒朗
遇到了资金严重短缺的
问题。烟台市开发区管
委会对此出台了一系列
企业减负政策，允许企
业缓缴社会保险。

宋德欣表示，山东舒
朗服装服饰有限公司享
受这一系列减负政策，顶
住了金融危机的压力，并
于2010年5月份全部补缴
了社会保险费。

据介绍，山东舒朗服
装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位
于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是集产品设计
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
的专业女装企业，公司的
产品包括“舒朗”、“美之
藤”和“GOGIRL”品牌女
性服装服饰。

2011年是完成医药卫生

体制五项重点改革三年任务

的攻坚之年。4月22日，烟台

市深化医药卫生体改革工作

会议在东方海天酒店召开，

会上记者获悉，今年烟台市

围绕“保基本、强基层、建机

制”的要求，出台了一系列给

力的政策措施。

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

各地节目精彩纷呈
本报4月24日讯(记

者 柳斌 通讯员 张

国栋) 4月23日，烟台
市全民健身月暨首届全
民健身运动会开幕仪式
在旅游大世界门举行，

首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的
拔河比赛、风筝比赛和
健美比赛同时举行。广
大市民参与热情高涨，

纷纷加入全民健身的队
伍中。

“全民健身运动会
的目的就是在全市大力
倡导崇尚健身、参与健
身、追求健康的文明生
活方式，吸引更多的市
民参与到全民健身活动
中来。”张光波副市长在
开幕式上致辞，“我市从
今年起举办以非奥项目
为主、面向普通群众的
烟台市首届全民健身运
动会，以后还要定期举
办，形成届次，为市民搭
建展示全民健身活动成
果的舞台。”

在开幕仪式上，烟台
市多个县市区带来了精
彩的节目表演。有着近
600年历史的海洋大秧
歌，凭借粗犷奔放、热烈
欢快，质朴坦率，风趣幽
默的表演风格赢得市民

的阵阵掌声。栖霞的八卦
鼓和其他县市区的威风
锣鼓、安塞腰鼓、太极拳、

柔力球、体育舞蹈、健美
操等文体表演也精彩纷
呈，不少市民扭动着身躯
踏着锣鼓点或和着音乐
参与其中。“不是全民健
身么，我一大早就从市里
跑步过来了。”家在三马
路的陈女士说。

拔河比赛中，来自
事、企业单位的14个代
表队相互比拼。烟台啤
酒代表队的领队孙先生
告诉记者，他们单位积
极报名参与全民健身运
动，并组织人员报名参
加了拔河比赛。“今天一
大早就来到比赛现场，

让队员们熟悉场地布
局，并强调一下比赛‘计
策’”。烟台啤酒代表经
过四轮厮杀，终于赢了
对手，夺得比赛第一名。

据了解，烟台市首
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将从
4月贯穿至9月，共设20

个竞赛项目，接下来，攀
岩、国际象棋、象棋、围
棋、蹼泳、门球、篮球等
项目将陆续展开，专业

基础要求不强的项目市
民可报名参加。

精彩纷呈的活动。

（资料片）

 医保和新农合住院报销比例将提至70%

2010年，烟台市基本实

现了全民医保，2011年，烟台

市进一步提高了筹资标准，

市长张江汀强调，各级各政
府对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

补助标准均由人均120元提

高到每人每年200元，新农

合个人缴费不低于50元。

与此同时，今年也将

进一步提高保障水平。统
筹区域政策范围内城镇居

民医保和新农合住院费用

报销比例均由 6 0%提至
70%，职工医保政策范围
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有所

提高。新农合补偿方案实

现全市基本统一，住院报

销封顶线达到10万元。职

工医保和城镇居民医保政
策范围内统筹基金最高支

付限额分别达到上年度职

工年平均工资、居民年可
支配收入的6倍以上。

对于重大疾病，将儿

童白血病、儿童先天性心

脏病、重性精神疾病、乳腺

癌、宫颈癌、终末期肾病、

血友病等纳入重大疾病医

疗保障范围，新农合补偿

比例达到70%以上，争取

大病救助经费按20%比例

再给予补偿。

 2011年烟台市基本实现全民医保
2011年，烟台市将继

续扩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以下简称职工医保)、城

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

下简称城镇居民医保)覆

盖面，使参保人数达到
253 . 8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以上。

多渠道筹集资金，妥
善解决关闭破产企业退休

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参保

问题。将省管企业职工医

疗保险纳入属地职工医保

统筹范围，将在校大学生

全部纳入城镇居民医保范

围。促进失业人员参保，将

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

业人员纳入职工医保。

另外，全面提高医疗

救助水平。资助困难人群

参保，资助范围从低保对

象、五保户扩大到低收入

重病患者、重度残疾人、低

收入家庭老年人等特殊困

难群体。逐步降低、取消医

疗救助起付线，政策范围
内住院自付费用救助比例

原则上不低于50%。

 大力推广就医“一卡通”

今年，烟台市将大

力推广就医“一卡通”等

结算方式，基本实现参
保 (参合 )人员统筹区域

内 医 疗 费 用 即 时 结 算
(或结报，下同 )。加强异

地就医结算能力建设，

按照省里部署开展异地

就医即时结算，探索以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为重

点的就地就医、就地即

时结算。按照全省统一

部署，扩大省级新农合

定点医疗机构即时结报

范围，市级新农合定点

医疗机构全部实现即时
结报。

与此同时，做好农民

工等流动就业人员基本

医疗保险关系跨制度、跨
地区转移接续工作。进一

步完善缴费年限与待遇

水平挂钩机制，鼓励居民

连续参保缴费。

 村卫生室将试点推行零差价售药
所有政府办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都要严格按

国家、省基本药物目录配

备和使用基本药物，实行

零差率销售。同步落实基

本药物医保支付政策，新

农合乡镇定点医疗机构

住院费用中基本药物报

销比例不低于85%，进一

步提高医保乙类药品中

的基本药物在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使用的支付水

平。

积极支持村卫生室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从今

年 7月 1日起，烟台市在

莱州、龙口、招远、福山、

莱山等 5个市区所有纳

入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

室都要启动实施基本药

物制度，实行零差率销

售。落实对乡村医生给予

年人均 6 0 0 0 元补助 (其

中，省财政负担20%)；对

其承担的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任务，在绩效考核的

基础上，按人均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经费的 3 0%予

以补助；允许村卫生室收

取诊查费，并纳入新农合

报销范围，以增加乡村医

生收入。

 今年基层将着力培养全科医生

今年，烟台市将加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

建设。完成中央规划支持

的6个县级医院、10个乡镇
卫生院和5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建设改造任务。再

争取中央支持1个县级医

院(含中医院，下同)、4个

乡镇卫生院建设。力争人

口超过30万的县市区至少

有1个县级医院基本达到

二级甲等水平、有1-3个

达标中心乡镇卫生院，每

个街道都有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村卫生室服务覆盖

每个行政村。

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

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
设，大力培养适宜人才。开
展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

完善和落实鼓励全科医生

长期在基层服务的政策措

施，努力从体制机制上解
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才

不足的问题。安排30名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岗人员

进行全科医生转岗培训。

加大乡镇卫生院执业医师

招聘力度。分别为乡镇卫
生院和村卫生室培训医疗

卫生人员1130人次和3320

人次。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提到25元
2011年，烟台市将全

面开展9类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使得人均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经费标准提高到

25元，对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经费实行全市统筹，并

加强监督管理，每年进行

一次专项审计。

完善并严格执行9类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服务标准、操作规范和

考核办法，提高服务水平。

城乡居民健康档案规范化

电子建档率达到50%。进一

步提高儿童保健、孕产妇

保健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质量。做好农民工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为65岁及以上

老年人每年进行健康危险

因素调查和体格检查。高

血压、糖尿病管理人数分

别提高到28 . 6万人、8 . 5万

人以上。发现的重性精神

疾病患者全部纳入管理。

今年，烟台市制订并
落实了控制医药费用过

快增长的政策措施。规范

公立医院临床检查、诊
断、治疗、使用药物和植
(介)入类医疗器械行为，

对医疗、用药行为全过程

跟踪监管，鼓励公立医院

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和适

宜技术。

加强公立医院财务管

理和成本核算。政府投资

购置的大型医用设备按扣
除折旧后的成本制定检查

价格，降低检查费用；逐步
推开植(介)入类医用耗材
集中招标采购。

加大对开“大处方”

行为的查处力度。合理调

整医疗技术服务价格，开

展按病种收费等收费方

式改革。实现基本医疗保

障费用直接结算，明显降
低参保病人预交费金额，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向医

院拨付一定数额周转金，

并及时足额结算医疗保

障费用。

 制定措施控制医药费用过快增长

减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