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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大都有了医保，看
小病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
一旦得了大病，高额的医疗
费用还会让多数群众承担
不起，会出现“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现象。
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据了解，我省将继续健全完
善全民医保制度，不断提高
保障能力和水平。今年，城
乡居民医保政府补助标准
已提高到每人每年320元，
2015年将达到每人每年360

元，保障水平将不断提高。
随着筹资水平的提高，

我省将逐步提高政策范围
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同
时，通过调整补偿方案和药
品目录，逐步缩小与群众实
际支付比例之间的差距。王
随莲同时表示，现阶段的医
保主要是保基本的，我省鼓
励居民积极参加商业保险
和多种形式的补充保险。

在提高医保水平的同
时，我省还将建立完善居民
大病保险制度、城乡医疗救
助制度和疾病应急救助制
度。

据介绍，从明年开始大
病保险制度将执行新标准。
具体补偿政策是，起付标准
为1万元，个人负担的合规
医疗费用达到1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部分给予不低于
50%的补偿，10万元以上部
分给予不低于60%的补偿，
个人年最高补偿限额为20

万元。
在医疗救助制度方面，

我省已出台了《山东省城乡
医疗救助办法》，对符合条
件的救助对象，按规定的方
式和标准给予医疗费用补
助和诊疗优惠，并资助他们
参加城乡居民医保。

我省还鼓励和引导社
会力量开展慈善医疗救助，
鼓励工会等社会团体开展
多种形式的医疗互助活动。
本报记者 李钢 陈晓丽

调整补偿方案

提高报销比例

不少药品大病医保不能报销，慈善机构救助尚待完善

治治白白血血病病何何时时告告别别求求助助媒媒体体
“孩子手术费要40多

万，我们实在是啥法都没
了，只能靠媒体呼吁呼吁，
看看好心人能帮帮我们
吧。”11月7日，来自德州农
村的张俊静蹲在医院墙角，
满脸愁容。

白血病，又是白血病。
近日，已不止一名白血病患
者借助媒体呼吁来解决医
疗费问题。在张俊静住的省
千佛山医院走廊里，就有四
个白血病家庭，寄希望于媒
体呼吁来解决医疗费。白血
病，这样一个已纳入大病保
险的疾病，为什么还有这么
多患者无钱医治？

本报记者 李钢 陈晓丽

张泰来 本报见习记者 郑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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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医保

放弃治疗的少了

“只要是得了这个病，普通
家庭怎么也承受不了。”31岁的高
东营来自菏泽巨野，他10岁的儿
子也住在省千佛山医院的层流
病房里，“就算现在医保报销了一
些，可家里还是负担不了啊！”

不仅仅是他们两家，与他们
同住医院楼道的另两个白血病
家庭，同样也找到了媒体。聊城
高唐县梁村镇的杨钰鑫、济宁市
嘉祥县纸坊镇的朱立崇通过媒

体呼吁，已经得到了不少好心人
的帮助。

“现在放弃治疗的越来越少
了。”作为从事白血病治疗多年
的专家，省千佛山医院血液科主
任医师黄宁有着切身体会，“以
前很多患者，知道是这个病，可
能就不治了。”

在黄宁看来，这与医保制度
的不断完善分不开。

按国家统一部署，我省将儿

童白血病、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等
20种疾病全部纳入大病保障范
围。2013年，我省又在全国率先
启动了新农合大病保险制度。该
制度实行分段补偿，20种大病的
住院医疗费用经新农合报销后，
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超出
8000元的部分补偿比例为73%，
8000元以内(含8000元)的部分
补偿比例为17%，每年每人最高
可补偿20万元。

大病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
让“走廊”上的四个白血病家庭
得到了一定保障。

“上次住院花了10多万元，回
去报销了4万元左右。”高东营坦
承，要是没有新农合的大病保险，
他们的负担可能更重。朱立崇的
母亲杜春香也表示，她老伴刚刚
回家筹钱，其中新农合就报销了2
万元左右。

“虽然能报销一部分，可好些
项目不能报。”高东营举例说，像白
血病患者在治疗中往往需要输血，
但这些都是不报销的。

根据我国医保制度的安排，
无论是新农合（合并前）、城镇居
民医保，还是职工医保，报销都
存在一定目录，包括药品目录和
诊疗目录等，只有在相应目录内
的项目和药品，才能按照规定的
比例报销，目录外的一般不予报
销，因此，实际报销比例往往要
低于政策范围内的报销比例。

“治疗白血病用的很多是进
口药，这些大部分都不能报销
啊。”杜春香说，“我就买了一种
防感染的药，5000元一瓶，只能
喝几天。”

除了报销目录的限制，目前
也并不是所有的白血病都纳入
了大病保险。根据规定，纳入大病
保险的白血病包括，儿童白血病

（指的是0～14周岁儿童急性早幼
粒细胞白血病、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和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据悉，白血病可分为急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和急性非淋巴细
胞白血病，慢性髓性白血病和慢
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以及骨髓
增生异常综合征等多种。目前纳
入大病的白血病是治疗效果较
好、费用较低的几种。

说起慈善，很多人都会提到
慈善总会、红十字会等组织，为
什么这么多的病患家属不向这
些慈善机构求助，而把目光投向
了社会呢？

有关专家分析，这里面有信
息不畅，比如患者不知道向谁、
如何求助的问题，而更主要的是
这些帮助的效果并不明显。

“我们等不及，孩子马上就
要做手术。”当记者给高东营介
绍向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求助
时，高东营说，即便是可以申请
成功，也需要一定的手续、提交

相关的证明材料，收到善款还需
要等待一定时日，这个时间是他
们耗不起的。

除了不能很快拿到救助款
之外，通过官方慈善机构能得到
多大帮助呢？

记者就此咨询了山东省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坦言，对于大病
救助，目前只有对14周岁以下白
血病和先心病儿童的救助项目，
其他病症的救助项目不稳定。

山东省慈善总会的工作人
员说，对于白血病等多种病症他
们都有助医项目，需要求助者是

低保户或者低保边缘家庭，而不
同的病症获得的善款数量也不
同，最高的也就3万元。

救助项目不稳定、手续繁
琐、拿到善款数额有限，种种原
因加在一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
么如此多的求助者把目光转向
社会了。

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
教授梁晓江说，这也反映出我国
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体制不完善
的短板，社会亟需建立公开透明
的平台，为大病患者提供求助的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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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效果待提高

为了节省费用，有四个白血病家庭住在千佛山医院的楼道里。 本报记者 李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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