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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工作 任重道远
新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实施，使

得农民们有望通过这一制度彻底解决看不
起病和不敢看病的难题。然而，“万事开头
难”，农村合作医疗推行情况也同样遭遇到
欢迎、怀疑和观望几种观念的交锋。

在实施农村居民住院医疗保障制度工
作中，据工作人员介绍，我县虽然已顺利完
成了参保率达 80%以上的工作目标，但在

工作中也暴露出许多困难：一是群众的思
想认识不够到位，对农村医保工作的重要
性缺乏认识，没有吃透农医保政策，心存疑
虑。二是我县外出人口约占总人口 30%左
右，这部分人联系困难，做动员工作难度较
大，并且外出人员恰恰是身体健康、患病率

相对较低的人群，他们不愿意参加农村合
作医疗保险，他们不参保不但影响了参保
率，而且增加了基金支付的风险。三是大部

分参保农民近期并没有在农医保中得到实
惠，半数以上农民患病后无需住院，因此，
他们在缴纳农医保费用后，往往全年都得
不到任何医疗补偿，导致部分农民认为参
加农医保付出多，回报少，不划算，这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继续参保的积极性。

此外，有不少村参保基金是由村集体经济
全部或部分支付，其后续参保资金问题难
以保证。再加上我县财政困难，财政补助资

金未能按时到位，县农医保工作经办机构

的人员编制一时也难以落实，影响了工作

的正常开展，所以下阶段的工作仍非常艰
巨。
据工作人员介绍，本着让参保者得到

更多实惠的原则，卫生部门已经制定并不
断完善农村医保相关制度，吸引农民积极

参保。这些制度包括：

免费体检。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常规性体检工作，明确免费检
查项目包括内科、外科和辅助检查（心电

图、胸透、B超等）。针对查出的问题，各卫

生院负责按行政村、按病种进行登记、造
册、建档，同时通知相关人员作进一步检
查。

实行实时结报。实现农保费用的实时
结算，即参保人员在本县医疗机构就诊时，
由诊治单位在参保者出院时直接进行结算
报销并支付报销费用。在本县以外医疗机
构住院的参保人员出院后，凭病历、收费清

单和发票到当地办理报销手续。
因地制宜开展工作。我县有些沿海乡

镇的村民有“讨小海”的习惯，医保工作人
员打破常规工作时间，合理安排在中午、晚

上进村入户。此外，针对外出打工较多，各

乡镇党委政府发动干部通过各种途径与外
出人员取得联系，鼓励他们请自己的左邻
右舍、亲戚好友代为缴纳保费。
通过努力，工作人员表示，相信越来越

多的农民会认识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作
用和意义，从而积极参加到这一合作中来。
随着这一合作组织的进一步壮大，农民今
后的医疗保障将会得到更大的提高。

我县政府高度重视农村
医保工作。为做好这项工作，

县政府把建立健全医疗救助
制度列为 2005年县政府为民
办实事之一，当作一项“民心
工程”、“德政工程”来抓。建立

了三门县农村居民住院医疗
保障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县
人大、县府办、卫生局、人事劳

动社会保障局、财政局、中国

人寿三门支公司等相关部门
单位共同组成。全县各乡镇也
成立了相应的领导小组。县农

村医保领导小组委托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县
支公司行使业务管理职责，由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三门县支公司负责设立了业
管中心，并由医保办和业管中

心共同选择了 15所医疗单位
作为农村居民住院医疗保障
定点医疗服务机构，聘任了

17名医保专管员。与此同时，
县里还成立了工作指导组，进
村入户做好指导工作。

为确保农村居民住院医
疗保障工作有序有效推进，县
政府还相继出台了《三门县农
村居民住院医疗保障暂行办
法》、《三门县农村居民住院医
疗保障考核办法》、《三门县城

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暂行办
法》等各种规范性文件，明确
规定了组织机构的建立、参保

对象、保障基金筹集标准及收
缴办法、补偿范围及标准、定

点医疗制度和逐级转诊制度、
住院告知管理、补偿管理、档

案及报表管理、收支情况报告
与公布制度等。全县各乡镇出
台了《建立农村居民住院医疗
保障制度实施方案》，使农医

保工作得以科学有序地开展。

截至 2005年底，全县农民的
参保率达到了 77.8%，全县累
计收取保费 6399215.07 元，
圆满地完成了预定工作目标，

并且当年就有 759人因病医
疗得到补偿。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既道出了农民们对

生病的恐惧，也造成了一些农民生病“小病扛，大病拖”的现象。如何建立一套切

实可行的农村医疗合作保障体制，不但是关系农民健康的大事，更关系到百姓
整体脱贫致富的大目标。在实现全面小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构

建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自 2004年新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我县实施以来，截至目前，已有八成多
的农民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累计 1万多人受到救助补偿。以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被广大
农民亲切地称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农民的“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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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湾旅行社
横店影视城

早 7∶00出发车赴横店，游广州街、香港街，下午游清明
上河图，晚观江南水乡后返回三门。 248元 /人（暑假期间
每周六出发）

五彩缤纷水世界

从清华北大出发（北京童军夏令营） 双卧八日游 1980元 /人

另备有其它散客线路，欢迎来电垂询。 旅游热线：3332222、3339499

夏天横店泼水“闹”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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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台州地区增值税防伪税控
系统用户：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发[2000]
183号等国家相关文件规定，全国防

伪税控系统服务网络建立和管理由航
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为更好地
为台州地区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用户
提供服务、确保服务质量，省级管理机
构根据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要求，

决定对台州地区的服务单位进行调
整，自 2006年 6月 23日起，台州所有
区 /县 /市的防伪税控服务工作由台
州航天信息有限公司负责，并指定台
州航天信息有限公司为台州地区唯一

从事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服务工作的
单位。由于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本身
的特殊性，特告知全台州防伪税控用
户：所有与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相关
的事宜，均请直接联系台州航天信息
有限公司当地服务站，以免带来不必
要的损失。台州航天信息有限公司将
严格按照防伪税控系统《服务规范》要
求，本着“用户至上，信心服务”的宗
旨，为全体台州地区增值税防伪税控
用户提供优质、高效、规范的服务。服
务监督电话：8055833

顺祝：所有防伪税控用户事业兴
旺！

台州航天信息有限公司各地服务地址
和电话
临海 5485656 5481981 临海巾山

东路 80号

玉环 7237746 7237762 县国税局
斜对面（新天宾馆后面 22号）

温岭 6019575 6019544 温岭万昌
中路中行大厦西幢 807室
三门 3333052 3336277 三门新兴

街 143号
天台 3882106 3886733 天台县赤

城街秀园路 43号
仙居 7798231 7798507 仙居穿城

南路 9-8号
黄岩 4562066 4081316 国税大厦

一楼西边第 1、2间
路桥 2445866 2440056 西路桥大

道 61号中兴大厦 408室
椒江 8055836 8055837 市府大道

253号曙光大厦 301室（香溢大酒店对
面）
台州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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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家住
亭旁镇的农民陈德林，连声称赞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好处。他去年得
了重病，花去了巨额医药费，由于参加
了医保，陈德林报销了 1.5万多元，补

偿比例达到 30%。他说：“这笔钱对于
我们这样一个纯农民家庭来说，无疑

是雪中送炭！”
来自卫生局的消息说，从 2004年

1月正式推行农村医疗保险至今，像陈

德林那样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的，全县共有 31.6 万人。参保率达

85.4％，已有 1.2万多农民得到了各类
医疗救助补偿。大病统筹、社区卫生服
务和医疗救助三位一体的农民基本医
疗保健体系让农民得到了更多的实

惠。
采访中，六敖镇一村干部形象地

说：“包产到户让农民勤劳致富，农村
医保让农民看病有了保障。这真是 20
多年来第二个最受欢迎的好政策！”

据悉，为了建立并完善农村医疗
保障体系，减轻农民医疗负担，缓解农

村中存在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
题，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去年，
我县根据中央、省、市有关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文件精神，在六敖、沿赤两乡镇

农村居民住院医疗保障试点工作的基
础上，2005年，在全县范围开展农村居
民住院医疗保障工作，经过一年多的
运作，农民看病难以及因病返贫的状
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民心工程 情暖人心

保障功能 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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