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群众关切
传递医保温度

商水县医疗保障局

□记者 邱一帆 通讯员 耿协金

2024年以来， 商水县医疗保障
局聚焦医保基金监管、 药品集采、
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医保支
付方式改革、 医保经办服务改革等
群众关切的问题， 做实做细医保惠
民工作， 为参保群众带来更多医保
红利。

医保基金监管：在压力中实现突破

2024 年 5 月份以来，商水县医
疗保障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医保

基金使用管理“大排查、大起底、大
整改” 专项整治。 充实医保基金监
管队伍，成立 3 个执法大队，分别对
辖区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

进行常态化监管。 召开违法违规使
用医保基金以案促改暨警示教育

会议 3 次。 健全完善医保基金常态
化监管、医保医师管理、“两定”机构
申报等工作制度机制 4 个。 聘请社
会义务监督员 5 名，深化社会监督，
营造打击欺诈骗保良好氛围。

这一系列措施实施以来，商水
县医保基金监管工作真正撕开了

口子 、迈开了步子 、走对了路子 ，
实现了基金监管高压态势有效彰

显 、医保基金监管环境持续优化 、
医药机构自律意识明显增强 、基
金监管制度机制逐步健全的良好

效果。

药品集中采购：提标扩面见实效

商水县医疗保障局坚持药品集

采工作台账管理， 建立健全日常监
测调度机制，落实落细国家、省、区
域联盟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提
升中选产品采购占比。 开展集采药
品进基层专项行动， 提升了定点村
卫生室参与药品集采工作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 在各乡镇卫生院探索
设立集采药品中转药库， 让药品配
送企业结合乡镇卫生院、 定点村卫
生室集采药品需求情况， 提前配送
一定数量的中转、备用药品，由乡镇
卫生院负责调拨， 方便村医随时下
单、随时用药，切实解决了村医的后
顾之忧，提升了集采药品配送效率。
一些村医形象地称集采药品中转药

库为“集采药品自选超市”，真正打
通集采药品配送落地 “最后一公
里”。

2024 年，商水县定点村卫生室
采购集采药品 143.36 万盒，采购金
额 503.33 万元，节约医保基金支出
480.72 万元。

DRG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提高
医保资金使用效能

商水县医疗保障局成立 DRG
付费改革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常
态化开展业务培训。 加强对各定点
医疗机构 DRG 支付方式改革效能
监测， 每季度开展一次医保基金运
行分析， 先后对次均费用同比增长
20%和住院患者自费率高于全县 5
个百分点以上的 7 家定点医疗机构
进行预警和约谈， 倒逼各定点医疗
机构加强内部管理， 主动控制医疗
成本、降低患者自付费用，实现以收
入为中心向以成本为中心转变。

DRG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有效
释放了医保改革红利， 减轻了参保
人员医疗费用负担， 提升了群众对
医疗保障工作的满意度。

医保经办服务改革： 让群众看
病更方便、更舒心

商水县医疗保障局持续规范乡

镇 （街道） 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和村
（社区） 医疗保障工作站硬件建设、
制度建设，分 3 期对乡镇（街道）医
疗保障服务中心和村（社区）医疗保
障工作站人员进行集中培训， 提升
了基层医保工作人员能力素质。 在
商水县 7 家二级医院建立医疗保障
服务站，全力打造 “15 分钟医保便
民服务圈”，推动群众办理医保业务
更方便、更快捷。推进村级门诊统筹
服务， 商水县 582 个定点村卫生室
开通门诊统筹服务，惠及群众 51.34
万人次。 优化经办服务，出台《商水
县医保经办业务帮办代办工作方

案》，明确县、乡镇（街道）、村（社区）
医保工作人员为医保经办业务帮

办员、代办员。
“下一步，我们将锚定医疗保障

重点工作任务， 落实落细医疗保障
待遇政策， 全面筑牢医保基金监管
防线，深化医保领域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 推进医药服务和医保支付方
式改革， 提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
作效率，纵深推进信息化建设，传递
医保温度。”商水县医疗保障局相关
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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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 推进集采药品下沉基层
周口市医疗保障局

□记者 邱一帆 通讯员 张景鑫

“以前需要到乡卫生院才能买到
的降血脂药，现在在村卫生室就能买
到，一盒才 2 块多！ ”近日，商水县舒
庄乡村民高占喜高兴地说。

自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常态化、制
度化工作开展以来，周口市医疗保障
局强化定点村卫生室门诊统筹规范

管理，着力解决群众在“家门口”看病
购药不便、药品费用高等问题，取得
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截至目前，全市
6000 多家定点村卫生室均配备使用
集采药品，平均配备集采药品 46 种，
占比 52.46%；全市试点“集采惠民药
店” 48 家， 平均配备销售集采药品
60 种以上，初步构建起乡村全覆盖、
销售零差价、保障全方位的集采药品
服务新模式。

坚持试点先行， 构建统筹推进

“一盘棋”。周口市医疗保障局坚持高
位谋划部署，全力打通集采药品下沉
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在充分总结前
期沈丘县集采药品进基层试点经验

的基础上，印发《关于开展集中带量
采购药品进基层专项行动的通知》，
进一步贯彻落实河南省集采药品进

基层专项行动部署，全面启动集采药
品进基层工作。打造标杆定点村卫生
室，召开全市集采药品进基层工作现
场会，推进工作开展走深走实。

补齐短板弱项， 织密药品供应
“保障网”。周口市医疗保障局深入分
析研判工作短板弱项，定期发布适合
基层使用的集采药品目录，优选药品
配送企业，保障供应集采药品到乡到
村，探索乡镇卫生院统一结算药品采
购资金。 强化技术攻关，开发并推广
周口市基层门诊用药管理平台，实时
掌握全市定点村卫生室集采药品使

用情况，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
保基层集采用药管理规范有序。

健全制度机制，激活规范运行新
功能。 周口市医疗保障局全面完善
集采药品进基层“三统三保”工作机
制。 在“三统”方面，推行乡镇卫生院
统一购药、统一出入库管理和统一结
算。 统一购药，是指由乡镇卫生院统
一为辖区定点村卫生室采购医保目

录药品。 落实集采药品“应采尽采”，
优选药品配送企业， 送药到乡到村。
统一出入库管理，是指乡镇卫生院依
托医院药品管理系统，建立定点村卫
生室用药网上药库，设置专岗专职人
员，负责定点村卫生室用药出入库统
一管理，随时抽查，做到账实相符。统
一结算， 是指定点村卫生室报量用
药，不预付资金，由乡镇卫生院从定
点村卫生室医保基金、基药补助资金
中代扣代结。 在“三保”方面，保障供

药、保证门诊费用降低、确保医保基
金规范使用。通过扩大集采药品覆盖
范围、规范诊疗行为、强化医保资金
监管，确保基层药品供应充足、群众
用药负担减轻、医保基金安全可控。

创新宣传形式，搭建政策传播新
平台。周口市医疗保障局通过官方网
站、“周口医保”微信公众号，定期发
布集采药品销售信息。 开发“周口药
价通”比价小程序，推动药品价格合
理透明，展现集采药品价格优势。 截
至目前，“周口药价通”比价小程序覆
盖定点零售药店 1532 家， 涵盖药品
价格信息 105.82 万条， 群众访问量
13.8 万人次。 组织乡镇卫生院、定点
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机构利用参保

缴费、疾病免费筛查、疫苗集中接种
补种等契机，开展国家药品集中采购
政策宣传活动，提升群众对药品集采
政策知晓率。

医保宣传“零距离” 健康义诊暖人心
沈丘县医疗保障局

������本报讯 （记者 邱一帆 通讯员

林广华） 近日，为深入践行“服务群
众健康 ，为民办实事 ”理念 ，沈丘县
医疗保障局联合沈丘眼科医院 ，前
往该局定点帮扶村莲池镇胡楼村 ，
开展医保政策宣讲和爱心义诊活

动，为群众点亮“睛”彩生活。
在胡楼村小广场， 看见 65 岁的

李老汉坐在视力检测台前略带紧张，
沈丘眼科医院医生耐心引导：“大爷，
别紧张，从上往下，告诉我您在仪器
里看到的图标。”经过细致检测，医生
发现李老汉患有早期白内障，便叮嘱

他：“您这情况暂时无需手术，但一定
要定期复查，监测病情变化。 您平时
别长时间看手机，多吃富含维生素的
食物。”李老汉说：“谢谢医生，我以前
总觉得眼睛看不清是因为年龄大了，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讲究！ ”

在眼底检查区，医生通过仪器查
看一位中年妇女的眼底情况后，严肃
地说：“您血压是不是有点高？您的眼
底血管已有明显异常，一定要尽快去
医院做全面检查。您平时要控制好血
压，不然会影响视力。”该妇女连忙记
下医生的叮嘱。

医保政策咨询台前， 沈丘县医
疗保障局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医保

政策宣传资料， 并用生动的案例讲
解医保报销比例、 门诊慢特病办理
流程、异地就医备案等医保政策，让
医保政策深入人心。

“我儿子在外地工作，他生病了
怎么进行医保报销？ ”马女士焦急地
询问沈丘县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 。
沈丘县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详细解

释：“您可以通过 ‘国家医保服务平
台’App 帮他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备
案成功后，他在当地定点医院看病就

能直接结算，特别方便。”马女士笑着
说：“这下我可算明白了，医保真是咱
老百姓的‘护身符’！ ”

在此次医保政策宣讲和爱心义

诊活动过程中，600 余名群众接受免
费眼部检查， 沈丘县医疗保障局工
作人员解答群众咨询 1000 余人次。

“通过开展此次活动，我们拉近
了与群众的距离。 接下来，我们将持
续开展更多形式的惠民活动， 提升
服务水平， 让医保政策更好地惠及
民生。” 沈丘县医疗保障局驻胡楼村
第一书记范勇说。

“异地就医结算真方便！ ”
□记者 邱一帆

“以前，我总觉得办理医保异
地就医手续繁琐 。 直到这次生
病 ，我才知道 ，一部手机就可以
全部搞定 ， 异地就医结算真方
便！ ”6 月 5 日，川汇区七一路街
道居民张女士对记者说。

前段时间，张女士在天津市
旅游时突发带状疱疹。 坐立难安
的张女士随即前往附近的天津

市某三甲医院就诊。
在去医院的路上，张女士心

里泛起了嘀咕 ：“我是在周口市
参保的 ，在天津市看病 ，治疗费
能报销吗 ？ 手续会不会特别麻
烦？ ”怀着忐忑的心情，她拨通了
“12393”周口医保服务热线。

“12393”周口医保服务热线
工作人员的耐心解答，让张女士
悬着的心放下了。 工作人员告诉
她， 通过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完成异地就医备案后，就可
以享受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
在工作人员的远程指导下，张女
士使用手机不到 10 分钟就完成
异地就医备案。

在天津市某三甲医院治疗过

程中， 医生为张女士量身定制了
治疗方案，从药物治疗到理疗，每
一项都精准有效。 张女士惊喜地

发现，每次缴费结算时，在医院的
医保窗口直接就完成报销手续，
她只需支付自付部分。

经过治疗， 张女士的病情逐
渐好转。 回到周口后，她又拨打
“12393” 周口医保服务热线咨询
后续事宜。 工作人员再次热情地
告诉她 ：“现在很多异地就医费
用都实现了直接结算。 您在天津
市治疗的费用已实时报销，不用
再来回奔波准备材料报销了！ ”

这次异地就医经历， 让张女
士感慨万千。 这不仅是张女士一
次与疾病的抗争， 更是一次与暖
心医保服务的美好相遇， 让她真
真切切感受到了医保政策的温

度。曾经，异地就医报销需要往返
两地，准备大量材料，流程繁琐又
耗时。如今，随着医保信息化建设
的推进，“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
腿”成为现实。便捷的异地就医备
案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不
仅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更增
强了患者就医获得感。如何用医保码（社保卡）替家里老人开药？

������家里的老人出行不方便，子女可
以替他们开药吗？医保里的钱可以给
家人使用吗？ 办理“家庭共济”后，就
医购药使用谁的医保码（社保卡）？不
使用本人的医保就诊会有什么后果？
针对大家关注的几个问题， 在此，我
们一一解答。

“家里的老人行动不便，子女可
以替他们开药吗？ 挂号、开药用谁的
医保码（社保卡）？ ”

可以。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
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
定：“因特殊原因需要委托他人代为
购药的，应当提供委托人和受托人的
身份证明。”因此，在老人行动不便等
特殊情况下，子女可以代其购药。 在
医院或药店代开药时，用谁的医保码
（社保卡）挂号、买药？ 一是如果使用
电子医保码，您可以通过“亲情账户”

绑定老人的医保码，在办理挂号时出
示老人的医保码即可。如果使用实体
卡，您要携带老人的社保卡，使用老
人的名义挂号，并携带您本人的身份
证（社保卡）等身份证明材料。

例如： 小李替老李去医院开药，
可以通过“亲情账户”绑定老李的医
保码，在办理挂号时，使用手机刷老
李的医保码即可办理。

“我医保账户里的钱可以给家里
老人使用吗？ ”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余额可以

通过家庭共济的方式给家人使用 ，
但统筹基金不能共济使用。 参保职
工本人的医保个人账户余额， 可以
给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祖父
母 、外祖父母 、孙子女 、外孙子女这
些近亲属使用， 但必须符合两个前
提： 一是您的近亲属也参加了基本

医保 （包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
二是您办理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

庭共济。
“办理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后，就医

购药应该使用谁的医保码（社保卡）？ ”
钱可以共用，医保码（社保卡）不

能共用！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就医购
药都必须使用患者本人的医保码（社
保卡）。 家庭共济政策共济的是职工
医保参保人医保个人账户的钱，不是
医保码（社保卡）本身。医保遵循的原
则是“本人参保，本人享受待遇”。 家

庭共济后该原则不变，参保人依然使
用自己的医保看病就医，按规定享受
本人的医保待遇。

“不使用本人的医保就诊会有什
么后果？ ”

不使用本人医保进行挂号就医

或购药是“冒名就医”，按照有关法律
规定，轻则暂停本人医疗费用联网结
算，重则构成违法犯罪。同时，医保信
息平台会实时记录您的疾病史，将会
影响您以后相关疾病的诊断和康复

治疗。 （来源：国家医疗保障局）

医医保保科科普普

������近日， 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就业促进和医疗保
障局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医
保政策宣传进社区活动。

活动过程中， 工作人
员向社区居民发放医保政
策宣传页， 针对居民关心
的门诊慢特病申报、 异地
就医备案、 生育保险待遇
报销等内容进行详细讲
解， 并叮嘱他们关注自身
健康，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积极参加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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