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元区富兴堡街道富文社区位于三明老
工业基地城乡接合部，2015年便已进入老龄
人口多、困难群体多、医疗资源少、健康服务
少的中度老龄化社会困境。在社区内设立医
养结合服务站，是突破这一困境的举措之一。

67岁的黄金原（化名），退休前是福建省
闽西地质大队职工，患高血压、糖尿病多年，
每两三天就要到家附近的富文社区医养结合
服务站拿药。

“我的病情比较复杂，有时候只能用医保
目录之外的药物，所以平均每次花费150元
左右。”他边说边拿小票给记者看，“以往一年
花费大约8600多元，两种病的限额加在一起
才8000元，每年都在发愁医保不够用。”

富文社区医养结合服务站依托于富兴堡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2015年开始，中
心副主任王慧铭负责所在中心及辖区的慢病
管理工作。他告诉记者，“门诊共济”实施以
来，门诊特殊病种参照住院待遇，最高支付限
额与住院合并计算。其中高血压、糖尿病病
种单列，限额都提高到6000元。

“照此计算，像黄金原这样同时患高血
压、糖尿病的病人，每年两个病种限额合起来
提高到 12000 元，足够覆盖他一年实际产生
的医药费。用基本药物的慢病患者，一年医
药开支，基本都不会超过医保最高限额。”王
慧铭说，“起付线、封顶线、报销比例全省统一
以及向基层倾斜，再加上门诊特殊病种统一
增加至29种等政策，提高了医保基金使用效
率，减轻参保人员医疗费用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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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职工医保从 1998 年开始建立，
实行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保障
模式。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
需求的提高，个人账户的局限性逐渐凸显
——经常生病的不够用，健康人群又用不
上，整体使用效率不高，难以发挥共济保
障功能。

2020年7月1日起，我省实现医保个
人账户家庭共济。福建省职工医保参保
状态正常的参保人均可创建家庭共济账
户，其家庭成员，包括父母、配偶、子女等直
系亲属在省内不同统筹区的，均支持加入
家庭共济，加入后可以一起使用共济账户
里的资金。家庭共济账户资金可用于在
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和住院发生的由个人
承担的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
品（准字号、中药饮片）、医疗器械（食药监
械字、药监械字）和消毒用品（卫消字）的费
用，以及接种预防性免疫二类疫苗的费用。

省医保局数据显示，至2021年7月1
日，全省共创建了19万余户家庭共济账户，
其中约20%是跨统筹区共济账户，划入家庭
共济账户资金达6.1余亿元。家庭共济账
户消费71余万笔，支出总费用1.8亿元，覆
盖了住院、普通门诊、门诊特殊病种、购药、
体检、代扣居民医保保费等多项业务，其中
城乡居民就诊支出占总费用的52%。

时隔 20 个月，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
障落地实施。

如果说家庭共济是家人间的“小共
济”，主要动用的是个人账户的“小池子”，
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则是社会互助共
济保障的“大共济”，更大范围地解决公众
医疗需求，让医疗服务更加公平可及。

从济“小家”到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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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以来，我省多地医保窗口常
常接到咨询，划入医保账户的金额少了，
看病、买药是不是要自己多掏钱了？

情况恰恰相反。根据《关于完善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实施
意见》，单位缴费部分划入统筹基金，不再
划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划入金额少了，
统筹基金的池子大了，像黄女士这样每月
看病、拿药的参保人员享受到更实惠的医
保待遇。

普通门诊统筹待遇的调整，一方面是
降低普通门诊起付标准。新的年度起付
标准原则上按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的1%左右确定，从全省来看，起
付线普遍降到1000元以下。以福州市为
例，起付线由原来的 1500 元降为 800 元，
龙岩市门诊起付线则从 1300 元降到 700
元。

另一方面是提高最高支付限额和支
付比例。最新支付限额原则上按全口径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25%左右确
定，全省各地普遍提高到1.5万元以上。

在起付标准以上、支付限额以下的政策
范围内医疗费用，由统筹基金按比例支付，
其中在职人员支付比例上调为75%、退休人
员支付比例上调为80%，在基层医疗机构就
诊，支付比例分别再增加10个百分点。

□本报记者 邓剑云
“我今年看了两次病，检查费加医药费

花了 700 多元，就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待遇
了，很实惠。”为了治疗慢性胃炎，龙岩市某
单位33岁的黄女士每个月都要到医院“报
到”，每次花费 200 元至 300 元不等，“以前
要自费1300元才能启动医保，现在起付线

降低了近一半，有点惊喜。”
今年3月起，福建省进一步完善职工医

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通过改进职工医保
个人账户计入办法，同步降低门诊起付线、
提高最高支付限额和支付比例、增加门诊
特殊病种数量等手段，减轻参保人员医疗
费用负担，职工医保迎来了“共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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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基金“池子”
扩容，门诊看病更实惠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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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一有倾斜”，
健康保障更均衡合理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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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到社会，
互助共济让医疗保障
更公平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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