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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椒县提升医疗保障服务水平工作纪实
张 慧 张霆慧

心中有梦，以梦为马，志存远方，不负韶华。全椒县医保局自2019年3月25日揭牌以来，同步完成“三定”方案制
定，有序推进职能划转，完善各项工作制度，开好头、起好步，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千方百计保基本，回应社会解民忧。

抓改革、惠民生、保安全、强基础……一年多以来，全椒县医保局在全椒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围绕“活思路、
聚合力，强推进、严监管”总体要求，坚持党建引领，强化担当、主动作为、创新进取，着力提升医保服务能力、强化医保
基金监管、规范服务行为、扎实推进民生工程，深入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工作，进一步健全完善医疗保障制度
体系，翻开了全椒县医疗保障事业新篇章，为增强人民群众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贡献力量。

加强党建引领 担当有为践初心

全椒县医保局自成立以来，坚持党建引领，立足本职，
外塑形象、内强素质，提升医保队伍干事创业热情，塑造医
保队伍文明形象，有力促进医疗保障各项工作开展。

党群共建促发展。该局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工作部署
和要求，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党建工作做
到群众关心的热点上、放到作风的改进上、体现在各项
业务工作的落实上，形成与业务工作相互渗透、相互促
进的局面。

常态长效学文明。该局成立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深入开展主题教育，锤炼队伍素质，树立文明价值
观；开办道德讲堂，传播正能量，深入开展学习张富清、黄
文秀等人先进事迹；打造文明机关，严格落实考勤、请销
假、信访接待管理制度，开门办公，热情服务。

强化管理抓落实。该局组建镇医保管理员、村（社区）
医保信息员、社会监督员“三员”队伍，织牢基层医保监管
服务网。由全椒县政府印发《全椒县基层医保监管服务队
伍管理暂行办法》，工作补助列入财政预算，以镇为单位规
范建设镇医保办公室平台，负责辖区医保政策宣传、信息
管理、日常监督、线索上报，同时落实激励奖惩制度，利用
考核杠杆激励基层医保队伍担当作为。

坚持以人为本 为民办事树文明

“我想办一个慢性病证，不知道符不符合条件？”“慢性
病证除了在医院买药，还能在药店买药吗？”“为什么我和
家门口邻居诊断病症差不多，他能办慢性病证，我却不
能？”……针对群众诉求，全椒县医保局打出监管和服务

“组合拳”，助推慢性病证件办理。
从今年五月份起，全椒县医保局将10个乡镇卫生院的

4000余份慢性病证申请资料收集并送到市局，由专家组来
统一审核申请资料。针对疫情特殊时期，取消原先慢性病
证办理时限半年变为每月办理。支持医疗机构根据患者
实际情况，合理增加单次处方用药量，减少病人就诊配药
次数；对病情稳定、用药量相对固定的慢性病患者，在医院
开取慢性病处方，经医保中心审核签字盖章后，使用期限
为6个月，群众可以此凭证，在医院或者六家定点慢性病药
店自行购药并实时报销。

而这只是全椒县医保局坚持以人为本，优化服务的
缩影。

畅通咨询。工作日、节假日全年“热线在线”，向社会

公布全椒县医保中心前台咨询电话2301109和全椒县医保
局机关值班电话 5188862。接线人员耐心解答咨询来电，
受到咨询群众一致好评。

立行立改。制作《医保工作服务承诺卡》，承诺“三声、
四不、五一样”，同时在服务承诺卡上公布投诉电话，工作
人员签署实名，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规范服务。充分发挥医保中心窗口文明服务桥头堡
作用，持续提升窗口文明形象，设置值班主任窗口，强化窗
口作风建设，加强矛盾调处，量身定做医保服务“五规范”，
着力规范服务意识、服务语言、服务态度、服务仪表、服务
纪律。

简化环节。按照“放管服”要求，缩短医保报销办理时
限，由原来30个工作日缩短至15个工作日；落实“六个一律
取消”减证为民举措，用数据共享替代户口簿、参保缴费发
票、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成立大额资金审核小组，对单笔
报销5万元的每周定期会商会审会签，加快结报速度，缓解
参保群众实际困难。

增进民生福祉 凝心聚力解民忧

“看病可以报销，自己用不了多少钱，报销还不用自己
跑，在医院直接结算，国家医保政策真是好啊。”城乡医疗
保险政策的逐步完善，犹如春风化雨，滋润百姓心田，为当
地群众撑起的就医“保护伞”，成为对群众幸福期盼作出的
最好回应。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民生之计，就是要让老百姓有
更多的获得感。近年来，全椒县医疗保障局从本职出发，
将医保工作落到实处，着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报销难的
问题，努力为广大百姓保健康、谋福祉。

健康脱贫落实到位。全椒县医保局加强与扶贫部门、
卫生健康部门的信息沟通与对接，落实专人每月 5日定期
与全椒县扶贫办对接，确保医保信息系统与扶贫开发信息
系统的贫困人口基础信息相一致；严格执行上级政策规定，
各项政策享受在医保结报系统中直接实现，同时落实《安徽
省健康脱贫综合医疗保障负面清单》规定，促进定点医药机
构规范医疗服务；严格执行全省统一的“351”“180”综合医保
报销政策，不拔高不打折；扎实开展“两不愁三保障”
及饮水安全突出问题大排查，对全椒县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包括2014、

2015年已脱贫出列贫困人口）进行参保再排查。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到位。截至 2020 年 4 月

底，全椒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共计参保 36.36 万人，
参保率为 100.7%。其中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特困供
养人员及孤儿、最低生活保障对象、重度残疾人和重点优
抚对象五类人群由财政部门代缴近 3.5万人。

大病保险报销到位。截至2020年4月30日，全椒县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住院报销共 18523 人次，医疗总费用
19393.69万元，大病保险赔付3666.12万元。城镇职工大病
保险报销共 941 人次，医疗总费用 1833.87 万元，大病保险
赔付 291.63万元。通过“一站式”结算,简化了报销流程,极
大地方便了群众。

城乡医疗救助到位。截至 4 月 30 日，直接救助人次
10042。此外，该县医保局还通过线上线下宣传，借助媒体、
广播、政务公开栏等平台，让群众了解医疗救助政策。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兜底到位。截至 4月 30日，全椒县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7508 人，贫困人口医保兜底补偿 8529
人次、112.21万元，其中：“351”兜底补偿 339人次、35.43万
元；“180”补偿 8190 人次、76.78 万元。该县全面取消贫困
人群大病保险封顶，减轻贫困人群就医时的垫资之苦，做
到应兜尽兜。

打击欺诈骗保 守护群众“救命钱”

今年以来，为认真落实国家、省、市相关医保工作部
署，提高医保基金监管效率，全椒县医保局多措并举，强化
监管，坚持日常检查和专项治理相结合，稳步推进医保基
金监管工作，守住人民群众“看病钱、救命钱”。

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全椒医保局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宣传模式，宣传欺诈骗保内容，线下在医疗保障经
办窗口、定点医院门诊大厅和住院部等处，发放医保政策
问答宣传手册、开展问卷调查等，同时，宣传解读打击欺诈
骗保举报奖励办法，向社会公布 96355举报电话，畅通举报
渠道。该局4月份还组织开展“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基金安
全”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月活动。

组建专业监管队伍。组建一支由医学专业、财务专业
等人员组成的相对专业监管队伍，分组分片不定期开展稽
核检查。同时联合卫健、公安、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进行专
项督查，今年以来，对全县 112家医疗机构和 120家协议药
店开展实时督查，发现7家医疗机构存在过度医疗、住院指
征不严等违规行为，给予相应处罚；对 29家违规协议药店
给予暂停1-3个月医保结算资格处罚，解除药店协议1家。

定期开展医保基金数据分析。每月召开一次
医保基金数据分析会，对基金使用情况进行实
时监测，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应对措施，
督促医疗机构开展针对性服务能
力提升和积极整改，有效地
规避了医保基金运行
中存在的风险。

坚持第三方住院病历评审制度。制定《全椒县医保住
院病历规范评审管理办法（暂行）》。每季度第一个月委托
市级及以上医保专家，对全椒县内定点医疗机构上一季度
病历开展第三方评审。今年 1月份，抽取 2019年第四季度
住院病历 400份开展规范评审，追回不合理医保报销款 28
万余元；4月份，抽取2020年第一季度住院病历400份开展
规范评审，追回不合理医保报销款81万余元。

开展医保专项稽核。根据 2019 年全椒县二级医疗机
构按病种付费执行情况，合理调整部分病种费用并增加
部分病种；为规范透析治疗行为，减轻患者负担，对全
椒县人民医院、全椒中医院和同仁医院开展 2019年
透析治疗专项稽查，共追回超额医保报销费用
107万元。

重拳出击专项治理。5 月初及时启动了
以“两机构一账户”为重点的打击欺诈骗保
专项治理工作，印发了《关于开展打击欺
诈骗保专项治理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
和《2020 年全椒县打击欺诈骗保专
项治理提升年工作方案》，对今年
的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工作
进行了部署和安排，并提出
了明确要求。

县医保局疫情防控工作县医保局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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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医保局工作人员参加文明交通劝导县医保局工作人员参加文明交通劝导

县医保中心窗口工作人员现场指导办事群众
填写慢性病申请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