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保结算“全国漫游” 还需迈过“几道槛”？
我国开始实施现代医保制度

已近２０年， 但医保结算的 “全国
漫游”， 一直是困扰农民工、 随
子女异地定居老人， 以及异地求
医患者的一大难题。 人口流动日
益频繁， 医保结算 “全国漫游”，
还需迈过 “几道槛”？

区域互联易 “全国漫游”难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我国开始在全

国范围内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制度。 据此算起， 医保制度
实施已近２０年， 异地报销医药费
的工作在多方努力下不断推进，
但距实现 “全国漫游” 仍有不小
距离。

今年 ６８岁的侯大爷是南京
人， 退休后一直跟随儿子在北京
居住。 按照南京市的跨省异地就
医政策， 像侯大爷这种情况， 需
要填写一张 《南京市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长期住外地人员登记
表》， 并在南京、 北京两地相关
单位盖好章， 才能把在北京看病
的票据寄回去报销。

而以前在长沙工作的老张 ，
退休后回武汉与儿子一起生活。
去年底， 老张可以在武汉实现即
时结算了， 这得益于去年初签订
的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
按照这一规划，武汉、南昌、长沙、
合肥四城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人员可持社保卡， 在其他
三市经过医保机构遴选确认的定
点医疗机构看病就医即时结算。

资料显示， 湖北省已全面实
现医疗保险省内异地就医联网结
算。 去年底， 山西省１１市实现城
镇医保跨市就医直接结算， 同时
已和海南省、 天津市开展试点实
现跨省就医即时结算。

但从总体上看， 异地结算仍

难以实现 “全国漫游”。
为解决异地就医报销难这一

“顽疾”，２０１４年底，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财政部、卫生计生委三
部委曾明确提出 ， 计划到 ２０１６
年， 全面实现跨省异地安置退休
人员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

然而，记者了解到，目前部分
城市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可以在省
内进行即时结算， 部分地方也试
点了定点医院的跨省医保结算，
但这样的异地医保报销尚不能让
百姓满意。特别是跨省医保结算，
大部分患者还是需要自己先行垫
付，然后回到所在地进行报销。

异地就医报销“卡”在哪儿？
异地就医报销到底难在哪

儿？ 记者采访了解到， 由于各地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医保筹资标
准和水平不同、 医疗机构服务能

力差别很大， 导致各地报销比例
不一样、 医保用药目录不一样。

安徽省卫生厅农卫处处长夏
北海举例说， 为了分级诊疗， 不
少地方会利用医保杠杆尽力将病
人留在本地治疗。 特别是一些地
方的农合部门， 会限定一定的转
诊手续和报销比例差， 将本地病
人尽量留在县域内就诊。

武汉市卫计委有关人士认
为， 挡住即时结算的还有一道门
槛， 就是医保报销审核。 由于没
有统一结算平台， 医保部门往往
要派遣人员到异地医院进行核
实， 不仅费时费力， 而且无法对
异地医院诊疗行为进行管控。

加强顶层设计消解利益冲突
安徽省医改办专职副主任程

进军说， 长期以来， 我国医疗基
本保障实行的是属地管理， 在此

背景下， 各地政府实行医保定点
管理的制度。 “利益难平衡、 统
筹层次低， 各省份之间信息联通
不畅仍是制约医保结算 ‘全国漫
游’ 的主要阻力。”

业内人士建议， 尽快实现省
级统筹 ， 实现参保人员标准统
一。 特别是要围绕医保制度的根
本宗旨， 合理配置医疗资源， 尽
可能就近满足群众的医疗服务需
求， 解决基本医疗负担。

在程进军看来， 解决医保异
地报销难题 ， 需要加强政策整
合、 信息互通， 最重要的是国家
层面的顶层设计。

“只有从国家层面上衔接 、
完善和统一有关的医保政策， 打
破现有医保制度条块分割的局
面， 消解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
医保 ‘全国漫游 ’ 方能早日实
现。” 程进军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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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沟村凭啥招来了“洋邻居”？

在怀柔区慕田峪长城脚下， 有一个不大却十分干净、 别致的小山村。 这个名叫北沟村的地方， 不
但有祖祖辈辈生活在此的农民， 还可以经常见到来此度假的外国朋友， 甚至吸引了13户来自美国、 加
拿大、 荷兰等国家的外国人在这里安家置业。 可谁又能想到， 这个越来越受到各界关注的山村， 曾经
是个有名的贫困村。 是什么改变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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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怀柔区慕田峪长城脚下 ，
有一个不大却十分干净、 别致的
小山村 。 这个名叫北沟村的地
方， 不但有祖祖辈辈生活在此的
农民， 还可以经常见到来此度假
的外国朋友， 甚至吸引了13户来
自美国、 加拿大、 荷兰等国家的
外国人在这里安家置业。 可谁又
能想到， 这个越来越受到各界关
注的山村， 曾经是个有名的贫困
村。 是什么改变了这里？

先改环境再立规矩

2004年以前的北沟村， 垃圾
乱扔、 污水乱倒、 杂物乱堆。 除
了进村公路外， 村里找不到一块
水泥地。 不要说是外地人， 就是
本村村民都对村子不满意。 一位
在外地上学的村里孩子曾经说：
“这里太穷了，要是我以后有了儿
子， 绝不让他知道地球上还有个
北沟村。” 面对这种村容脏乱、基
础落后、人心涣散的局面，引领发
展该从何抓起？ 新上任的村支部
书记王全和村党支部一班人经过
充分研究， 一致认为， 村子要发
展，环境先改变，要把改变村容村
貌作为切入点， 通过带领干部群
众优化村庄外在环境， 同步改变
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 为发展营
造良好的物质和人文环境。

那时， 北沟村村民有乱堆柴
草的习惯， 走在村里， 到处可见
杂乱无章的柴草堆。 王全就拿着
相机， 一张张全拍下来。 一次党
员代表大会上， 他一口气给大家
看了110张村里柴草乱堆的照片。
当时，有些人就坐不住了，因为一
些党员在照片里看到了自家的柴
草堆。 “群众怎么做，就看党员的。
党员必须要起好模范带头作用。 ”
在村党支部的要求下， 全体党员
带头， 先把自己家的柴草堆归置
好。整理过的柴草堆，根部全部朝
外，整齐美观。 在党员的带动下，
全体村民也开始整理自家的柴草
堆。 一个月过后， 北沟村柴草乱
堆的现象彻底消失了。

之后， 村 “两委” 班子成员

又带着村内党员积极行动起来，
实行承诺制， 划定责任区， 开展
整个村子的卫生清扫和环境治
理。 “当时村党支部决定， 把每
月5日定为党员清洁日， 全村32
个党员， 分成六组， 分片划定责
任区。 一到清洁日， 全体党员必
须到自己的责任区打算卫生。 这
一制度一直坚持至今。” 王全回
忆道， 刚开始不少村民不理解，
认为是在做秀。 时间长了， 他们
看到不论刮风下雨党员干部都在
雷打不动地为村子义务劳动， 自
家门前也敞亮了， 村子干净了，
渐渐地被感动并自愿加入到村子
的环境改造中来。

看到这一契机，王全和村“两
委”干部入户征求村民意见，最终
修订完善了包括22大项、260余小
项条款的《村规民约》。王全介绍：
“《村规民约》的22大项260个小项
中，没有一条是抄来的，都是村干
部从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并
经过全村户主签字通过。”村规民
约涉及村子管理方方面面的事
务，全村党员干部带头执行，带动
全体村民以户为单位改变不良生
活习惯，加强日常环境管理，做到
柴草有序摆放，砂石料进院堆放，
家禽圈养，宠物不上街，杂物不乱
堆， 形成了维护村容整洁的长效
机制。如今，北沟村村民整齐摆放
的柴草垛， 已经成为村子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与此同时， 村党支部注意用
好区委区政府的支农惠农政策，
利用政府投入的1000余万元， 组
织全体村民兴建村级公路， 解决
村子交通问题； 修建深水井， 让
村民喝上卫生达标的饮用水 。
“当时村里还有外债， 请不起施
工队， 我就带领党员干部一起，
自己动手修路。”

村貌好了再提素质

北沟村的村民与洋邻居可以
说是亲如一家。 这可与村党支部
的 “提素工程” 分不开。

在北沟村的主要街道两旁 ，

雕刻着许多反映中华传统文化的
宣传壁画 。 “这是村内修建的
‘传统文化一条街’。 因为， 只有
通过传统文化教育、 提高村民素
质， 才能为北沟长远的发展打造
良好的环境。 ”王全说，“在他的倡
导下，从2008年起，北沟村对村民
开展素质教育 , 通过潜移默化的
方式教育村民， 同时也为旅游产
业的发展增添了民俗文化内涵。 ”

此外， 村党组织还专门邀请
大学教师来村教授传统文化课，
定期为村民播放《弟子规》、《三字
经》、《论语》 等传统文化影视节
目，并通过发放香皂、洗衣粉等小
礼物的形式， 调动村民学习的积
极性。如今，北沟村通过不断丰富
学习内容，改进学习方式，形成了
周一听（村级广播）、周中看（宣传
橱窗）、周末围着屏幕转 （数字影
院） 的立体式学习模式， 将学习
受众扩大到了每个村民。 与此同
时， 村党组织又不定期开展村民
演讲、 村干部宣讲、 儿童表演及
各类先进典型评选表彰活动， 引
导村民不断提高道德修养、 发扬
优良传统文化、 规范自身行为。

现在的北沟村， 守礼仪、 讲

文明在全村干部群众中蔚然成
风， 包容、 厚德的良好人文环境
初步形成。 “以前， 村里把每年
的3月30日、 31日两天设为 ‘矛
盾调解日’， 村民家里或村民之
间有矛盾纠纷的， 都可以提前报
名， 到这两天， 由村干部出面集
中解决。” 王全说， 当时， 因为
不孝顺老人、 宅基地纠纷、 邻里
矛盾等， 每年都有十几户报名，
一解决就涉及二三十户， 让村干
部解决起来很头疼。 但自打开展
传统文化教育， 一年后， 调解日
再也没人报名了。

好梧桐引来 “洋凤凰”

在北沟村委会旁边， 有一座
非 常 古 旧 但 却 非 常 有 名 的 小
院———“小庐面”餐厅。在以前，它
可是这个村最破败的一处院子
了。 2005年，美国人萨洋夫妻走进
北沟村，相中了这处院子，仅稍加
整理，就用它经营起高档餐饮。

随后几年， 又有十几户外国
人走进北沟村， 租下老宅院， 进
行修旧如旧的改造后， 或自住 ，
或变成高端度假设施对外接待。

要说最能体现出北沟村保护
原生态特色的地方， 要数瓦厂酒
店了。 过去， 它是村里的琉璃瓦
厂， 关停后， 这片废弃厂房在村
民眼里只剩下建设用地的价值。
但萨洋租下来后，没有推倒重建，
而是在保持原始风貌的基础上，
改造成了高档酒店。“过去做琉璃
瓦用的架板，在我们看来，一点儿
用都没有，只能扔掉、砸掉、埋掉。
但萨洋却把它原封不动地镶嵌在
了墙里，成了独一无二的装饰，还
能提醒来客这家酒店曾经的历
史。”王全说，厂里剩下的一些碎
瓦片，也被萨洋用来铺路、镶嵌在
墙面上，成了独具一格、色彩缤纷
的装饰，“就连烧瓦的窑洞， 也被
萨洋保留了原来的火烧痕迹。萨
洋对我说过， 这世上没有废品，
只是搁错了位置！”

这让王全和村民受到启发 ：
保护好老宅院， 留住乡愁， 才是
民俗接待的精髓！ 在这些外国人
的影响下， 村民们也开始照猫画
虎改造起了老宅子， 以便兴办民
俗接待。 如今， 全村已办起了30
来户民俗院， 和老外的洋民俗高
低端互补， 接待着中外游客。

□本报记者 崔欣 文/摄

北沟村支部书记王全为参观者介绍村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