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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对于神木这项惊动全国的医

改，各种褒贬不一的声音也是此起
彼伏。赞同者认为，神木是公益医
疗的先行者，代表着新医改的方向，
切实解决了“看病贵”的积弊难题。
批评者指出神木全民免费医疗有

“乌托邦”之嫌，且制度设计上存在
漏洞，担心神木的财政支撑不了全
民免费医疗多少年，还存在人亡政
息的隐患。面对质疑或批评，神木
县的决策者们认为，“外界对这项措
施存在太多误解”。

晚报记者 袁帅 王战龙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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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免费医疗必须实施下去

“神木县目前参加合作医疗和基本医疗保
险的人数，已经占到了全县总人数的99.07%，
我们之所以开会研究、之所以设置起付线标准，
并不是因为资金问题，也不是因为外界的质疑
声，而是为了防止无病住院、小病住院的情况发
生。”张波说，“任何一个全新的、探索性的政策，
都不可避免地会在实施初期出现问题。要解
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一段观察、分析的时间，然
后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5月 25日下午，由县委书记郭宝成主持
的神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30余名县级
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被召集在一起，议题
只有一个：免费医疗还坚持不坚持。最终大
家意见高度一致：免费医疗必须坚定不移地
实施下去，同时，也要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和监
控体系。

所有被采访人都有着相同的回答：“不实
行下去，老百姓能答应吗？”

批评者认为，神木县的“全民免费医疗”
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种种漏洞，骗取报销、以

药养医、小病大养的情况，最终会让这项措
施走向“灭亡”。

【质疑二】 会否小病大养骗取报销

【回应】 县纪委、检察院、财政局、审计局会不定期“突袭”医院

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在免费激励下，医生和患者都存在一种过度占用政府财政享受
医疗服务的倾向，医患合谋，医院开出“大药方”，将公共资源流入私人腰包。

【质疑三】 公共资源是否流入私人腰包

【回应】 每天各定点医院的简报统计都要送到康复办

【回应】
实施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

“让老百姓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得到真正
的实惠，我不知道这有什么错？”张波深深吸了
一口烟，透过烟雾，可以看到他脸上的无
奈。“我们实施这项措施，是经过深入的调查
研究，并不是某个领导的‘突发奇想’！”

作为土生土长的神木人，张波长期从事
医疗药品方面工作，2009年任神木县康复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负责“免费医疗”政策
的调研、制定、监督、评估和修订，指导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公室（医保办）和城乡
居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合疗办）具体实施

“全民免费医疗”工作。
“老百姓如果享受不到财政富裕给他们

带来的实惠，那么神木的富就只能炫耀在表
面上。”张波说，解决多数人无钱看病、因病返
贫的现实问题才是神木实行“全民免费医疗”
制度的根本出发点。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查研究，今年3月1
日起，神木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开始实
施。根据《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实施办法》规
定，凡具有神木籍户口并参加了城乡居民合
作医疗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全县干部职工
和城乡居民，在定点医疗机构（乡镇21所、县
级7所、市级5所、省级5所、北京6所医院，县
级5所定点药店）看病治疗的，实行门诊医疗
卡和住院报销制。

每人每年可享受100元门诊补助，门诊医
疗卡结余资金可以结转使用和继承。此外，神木
还把安装人工器官、器官移植等特殊检查费、治
疗费和材料费也列入报销范围。

“我敢说，那些质疑我们的人，都是没到过
神木，没有进行过实地调查，我们有一整套的配
套措施和监管办法，能够确保每个环节不出意
外。”张波说。

“结算处”是通向免费医疗的第一道关卡，
也是各个医院进行身份控制、费用控制的第一
道防线。按照不断修订的《神木县全民免费医
疗实施办法》，医院负责对病人的身份进行把
关，“身份证件审查不严，将外籍人员列入全民
免费医疗范围的”医院，将给予通报批评；情节
严重的，则取消定点资格。

第二道防线是驻扎在各个定点医院的合作
医疗办公室职工，神木县“康复办”在每个定点
医院都安排了两个以上的核查人员，审核员们
的专业都是临床医学，这保证他们能从一套病
历繁杂琐碎的医嘱中看出端倪。

分管神木县人民医院核查工作的张艳芬告
诉记者：“诊断证明、住院病历、长期医嘱单、户
口簿、合作医疗证复印件、医保基金缴费证明、
病人住院费用清单，这些全都要看。全部核对，
才能排除做假可能。”

审核的重点是住院病历和长期医嘱单，前
者有医生用两页篇幅详尽写明的病人的症状、
需要住院的理由，后者则标明了病人住院每一
天的医护注意事项和用药量。

“康复办”是这一程序上最终的把关者。他
们负责抽查所有审核过的病历，张波曾在一份
病历中看出医生乱用抗生素，医生给张波的解
释是，病人吃药后会产生强烈胃酸，抗生素是为
了中和胃酸。张波说，除了“康复办”抽查外，神
木县纪委、检察院、财政局、审计局也会不定期
地“突袭”医院。

张波对此并不担心，他说，自实施以来，每天各
定点医院的简报统计都要送到他的办公桌上，“我
主要看两个指标：一是剩余病床数，一是报销金额”。

一个最基本的控制方法是定额制，按照《神
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实施办法》中的细则规定，为
防止“以药养医”，药品费用不得超过医药费总
额的一半，自费药品比率不得超过10%，住院药
品费用不能超过住院总费用的 50%，超出部分
由开药医生埋单。医生在给病人开药时，要按
照《陕西省2005年用药目录》来开药，目录以外
的药物不得超过10%。“如果确实需要使用用药

目录以外的药物，需要病人同意、签字，超过
10%，我们要调查，处理医生。”张波说。

据介绍，“康复办”出面组织专家评审团，
测算出各类慢性病每天普通药品的服药量。
比如高血压，一天的用药金额大概为 10元，一
个月为 300 元，一年需要的普通药品总量为
3600元。医院接收到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
患者后，可向“合疗办”提出申请，申请累积到
一二十份的时候，由“康复办”出面，召集专家
评审组开会，审核这些申请病人的病历资料，
确定是否属于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

记者手记

假如免费医疗不再是新闻
有人说，如果没有煤炭，神木什么都不

是。但是，如果有了它们，别的地方也未必就
能成为神木。从去年实行的12年义务教育
（比全国多了三年高中），到今年的全县免费
医疗，这个地处偏远的小县一直吸引着全国
媒体的眼球。神木的做法让一些经济强县倍
感压力。按照神木的设计，全县每年需要报
销的医疗费用是1.2亿元左右，这的确是中国
很多县都能承受的范围。

神木试图用这些政策消弭贫富分化所带
来的社会矛盾，让弱势群体分享经济发展的
成果。正如神木县康复办主任张波所说：“我
们县没一家五星级酒店，是没钱建设吗？当
然不是，我们有雄厚的财力，只是我们更愿意
关心民生。”

“免费医疗”在当下的中国实属新鲜，一
个新生事物自然会引来各种声音和疑问。不
管有多少疑问，神木目前的政策得到了几乎
所有群众的拥护。

我们愿意相信神木会一直坚持下去，到
了“免费医疗”不再是新闻，神木的做法也不
再是神话时，就是全国百姓的福音。

是否带有县委书记个人色彩
在很多人看来，神木县的“全民免费

医疗”是在县委书记郭宝成的力主下才
得以实施，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

【质疑一】

免费医疗是否继续坚持下去
神木的“全民免费医疗”经媒体报道

后，立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且褒贬不
一。突如其来的关注令神木县领导班子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全民免费医
疗”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

在神木坊间，人们都很支持免费
医疗政策，却有种种关于操作办法的
传闻，譬如“感冒住院的多得是，住院
要找关系”。

【质疑四】

神木医改调查之三神木医改调查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