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三明人都享受着三明

医改的健康红利，沙县小吃业者

和他们的家属也是重要的受惠

群体。

走 过 12 个 春 秋 的 三 明 医

改，在前阶段基本解决群众“看

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基础上，正

不断拓展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以

医保支付改革为抓手，实行县域

医保基金打包支付，把医保基金

按年度、按县域、按人头包干给

各总医院，实行“超支不补、结余

留用”，群众看病少，医保有结

余，可以用于薪酬分配和健康促

进，引导医院和医务人员将“治

已病”与“治未病”并重，至 2023

年，全市医保统筹基金累计结余

17.26 亿元，为群众健康促进提

供有力的资金保障，形成医保、

医疗和百姓相向而行的良性互

动局面。

沙县总医院外科五区病人

黄大爷正是一名改革红利受益

者。2023 年，辗转厦门、福州求

医的黄大爷在福州确诊胃癌进

行手术，术后化疗呕吐反应严

重，药食难进。“当时太难受了，

想放弃治疗。”

正逢沙县总医院实施“向上

借力”工程提升医疗水平，与省

肿 瘤 医 院 共 建 开 设 了 无 呕 病

房。“正好，治疗这个症状的福沙

匹坦双葡甲胺通过医保谈判纳

入医保目录。有技术保障、有新

药落地，我们可以针对他的病情

进行整体治疗方案设计。”沙县

总医院主治医生朱顺生说。

“不呕吐，吃得下，能睡着。”

黄大爷说，医生对症下药，他现

在已经在沙县总医院进行了六

次化疗。

享受新治疗技术和新药，费

用高吗？沙县总医院医保服务

站工作人员邱怡萍介绍，黄大爷

所患的肿瘤疾病治疗和康复属

于三明城乡居民医保列出的 37

项特殊病种之一，年度医疗总费

用超过 10 万元，进入大病保险，

一年可报销门诊费 30 万元、住

院费 60 万元。2023 年三明城乡

镇居民医保报销比例达 67.93%，

而 37 项特殊病种的报销比例通

常在 70%以上，高的 95%。

黄大爷说：“生病以来总共

花费的费用，包含交通费用、营

养费用，我个人支付不到 10 万

元。在家门口就能看病，医保报

销还更高，真的太好了！”

医保基金总额包干杠杆调

控作用进一步推动医疗机构从

“管看病”向“管健康”转换，以百

姓健康为中心的基层就医条件

不断完善，各种贴心暖心的预防

医疗服务持续落地。

沙县总医院副院长谢小红

介绍，近年来，沙县区总医院升

级服务模式，建设了疾病管理

中心和健康管理中心、设置了

疾病管理师和健康管理医师，

推 进“ 院 前 管 健 康 、院 中 管 诊

疗、院后管康复”。充分运用医

保结余基金，推动医生定期下

基层巡诊，先后开展乙肝、肠癌

等多发病的免费疾病筛查，并

对筛查后的检查结果建立分级

管理档案。

谢小红说：“我们惦记着在

外创业的沙县小吃业主。每年

在春节期间给返乡的沙县小吃

业者发放健康大礼包，去年还派

出团队和沙县小吃同业协会一

道去到各城市，为小吃业者送健

康，让他们在外创业打拼的同时

也享受到家乡的健康红利。”

12年来，从医疗保险到医疗

保障，再到健康保障，三明医保

改革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提高

了医保基金使用健康效益，持续

释放改革红利，惠及包括沙县小

吃业者及其家属在内的三明人

民少花钱、看好病、保健康，既走

心又暖心，2023 年，三明人均医

疗费用 2335.95 元，远远低于

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人均预期寿

命达 80.18岁，高出全国 2.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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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7 日是中国国医节，当日

上午 9 点，伴随着一阵悠扬的曲调

和中医养生操表演，2024 年“国医

节”宣传活动暨首届“晋江市名中

医”评审启动仪式在晋江市安海镇

安平桥文化广场举行。

本 次 活 动 由 晋 江 市 创 建 全

国 基 层 中 医 药 工 作 示 范 县（市）

领导小组办公室、晋江市卫生健

康 局 、中 共 安 海 镇 委 员 会 、安 海

镇人民政府、晋江市中医药学会

主 办 ，晋 江 市 第 二 医 院 承 办 ，市

医院、中医院及相关医疗卫生单

位协办。

启动仪式上，晋江市第二医

院生殖针 灸 门 诊 揭 牌 仪 式 、“ 晋

江 市 仲 景 经 方 研 习 文 化 社 ”揭

牌 仪 式 举 行 。 活 动 现 场 内 容 精

彩 丰 富 ，设 置 中 医 外 治 法 体

验 、中 医 药 膳 、中 药 辨 识 、中 药

丹 膏 丸 散 展 示 、中 医 药 嘉 年 华

游 戏 、中 药 猜 灯 谜 等 系 列 活

动 。 同 时 ，晋 江 市 卫 健 局 、晋

江 市 中 医 院 组 织 全 国 名 老 中 医

到 现 场 义 诊 ，围 绕 市 民 朋 友 常

见 健 康 问 题 ，有 针 对 性 地 免 费

开 展 测 血 压 血 糖 、健 康 咨 询 、

把 脉 看 诊 。

据 了 解 ，近 年 来 ，晋 江 市 高

度重视中医药工作，以创建全国

基 层 中 医 药 工作示范县（市）为

契 机 ，以 完 善 工 作 机 制 、制 定 发

展 政 策 、强 化 队 伍 建 设 、提 升 服

务 能 力 、促 进 产 业 发 展 、营 造 浓

厚氛围等方面为抓手，出台 25 份

中医药事业发展政策文件，投入

1050 万元中医药专项经费，争取

442 万 元 社 会 捐 赠 资 金 ，打 造

“市、镇、村”三级中医医疗服务

网络。

晋 江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局 长 蔡

婉浈表示，2024 年是晋江市迎接

创 建 全 国 基 层 中 医 药 工 作 示 范

县（市）评审的关键年，希望继续

发 扬 传 承 中 医 名 家 心 系 天 下 苍

生 之 美 德 ，以 高 度 负 责 的 态 度 ，

扎 实 推 动 各 项 创 建 工 作 的 落 地

落实，确保晋江市成功创建全国

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市），全

面 推 动 晋 江 市 中 医 药 事 业 发 展

再上新台阶。

（张鸿鹏 王树良 吴圳斌）

传承岐黄薪火 弘扬国医文化

2024年“国医节”宣传活动在晋江举行

“不好，可能是胃出血！”沙县区总

医院夏茂分院院长曹清水对当时的情

形记忆犹新，当时立即启动“救援绿色

通道”。在沙县区总医院专科医生的远

程视频指导下，分院医生迅速为俞大伯

采取抢救措施，救护车随即将他送往上

级医院住院治疗，一周后治愈出院。

3 月 11 日，彭医生来到俞大伯家，

回访他康复用药情况。俞大伯说，他

现在每个月到百米外的村卫生所找彭

医生，花 2元诊察费就可以拿药，所以，

家里人就可以安心去安徽开店经营沙

县小吃了。

众多和俞大伯一样留守沙县的村

民就医用药问题能迎刃而解，正是三

明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守护百姓健康

的实践成果。三明市医保局将全市实

行标准化建设的村卫生所纳入医保定

点服务管理，共计开通 1098家，其中沙

县 132 家，覆盖率 100%，解决村（居）民

在家门口看病就医“最后一公里”。城

乡居民在符合条件的村卫生所和一级

医院门诊，可以即时结算，村卫生所一

般诊疗费 10 元，由基金支付 8 元，个人

支付 2 元；一级医院报销 15 元，二级及

以上医院报销 20 元，一系列向基层倾

斜的门诊报销政策进一步减轻了村民

的就医负担。

“老俞现在康复治疗用药，属于慢

病管理范围，日常由我管理。”在村卫生

所里，彭健康指着卫生所一角整齐的药

柜说，纳入慢病管理的村民每次只要支

付 2元诊疗费，就可以在村卫生所开到

高血压糖尿病等 6 种慢性病 39 种基本

药物，药费由医保基金支付，对于村民

来说等于是“免费”。

江振声说，沙县所有村居都配备了

像彭健康这样的村医或者医务人员在

为群众健康服务，他们背后还有乡镇、

县医院的专业支撑。“家家户户都有三

级医生管护，就医用药都能医保报销，

每个参保人都可以在家门口享有医保

医疗协同服务，这是沙县小吃业者可以

无后顾之忧安心闯天下的坚强后盾。”

看好病 花少钱 保健康 医改“红利”撑起惠民“健康伞”

（上接1版）
沙县小吃遍天下 医保护航全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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