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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小钱 解难事
职工医疗互助解燃眉之急

“我是税务局的一名普通职
工， 去年， 我妹妹得了重病， 高
额的医疗费使我们原本不富裕的
家庭陷入困境。” 职工齐洪告诉
记者， “没想到单位缴纳的几十
元职工医疗互助金， 却帮我们一
家解了燃眉之急。”

齐洪是北京职工医疗互助项
目的受益者之一。 她告诉记者，
当时正是新冠肺炎疫情刚刚发生
的时候， 市总工会特事特办， 急
事急办， 简化流程， 精简资料，
以最快的速度为她办理了4万元
的理赔金， 解决了齐洪一家的实
际困难。

事实上， 齐洪只是享受过职
工医疗互助保障的一名普通职
工。 “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有效缓
解了职工因病造成个人家庭负担
过重的问题， 参保职工普遍受益
较大。” 市政协工会界委员、 北
京市服务工会主席孙宇介绍 ，
2016-2020年期间， 服务工会系
统参保职工16.8万人 、 94.9万人
次， 受益职工12.6万人 、 76.6万
人 次 、 互 助 金 额 达 1.3 亿 元 。
“以大病特病职工受益为例， 有
的职工因突发急重症疾病入院治
疗， 当年该职工共享受15万元互
助金。 还有的职工罹患重病入院
治疗期较长， 连续两年共享受16
万元互助金。” 孙宇说 ， 职工享
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这让职
工医疗互助保障得到了行业职工
的广泛认可 ， 参与人数逐年递
增。 五年来， 服务行业职工参保
人次增长到64.3%， 受益职工人
数、 互助金额也呈增长趋势， 平
均每年互助金额2590.7万元。

服务工会系统的一线职工多
集中在商贸服务业、 农副产品加
工业、 物流快递业， 以及环卫、
邮政、 园林绿化等行业， 外地务
工人员较多且个人收入普遍不
高， 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有效缓解
了职工因病致困， 提升了职工群
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不仅惠及服务行业， 其他行
业企业参保也有同样的保障。 市
政协工会界委员 、 北京市工业
（国防 ） 工会主席周玉忠介绍 ，
以交通运输业为例， 2016-2020
年期间 ， 该行业工会参保职工
40.7万人、 307.1万人次、 参保金
额1.60亿元； 受益职工17.7万人、
101.7万人次 、 互助金额 2.27亿
元。 受益职工人数占参保职工人
数的43%， 平均每两三名职工中
就有一人受益 ， 人均互助金额
1364元/人 ， 这充分体现了职工
互助保障的普惠原则。

5年来， 交通运输工会系统
参保群体不断扩大， 参保人次从
2016年的48.2万人次增长到2020
年的 74.9万人次 。 受益职工人
数、 互助金额也呈增长趋势， 平
均每年互助金额4545.2万元。

医疗、 重疾、 意外保障等
覆盖全市在职职工425万人

据了解， 北京职工医疗互助
保障计划开始于1996年， 由市总
工会下属的北京市职工互助保障
服务中心和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
北京办事处共同承办。 主要依托
全市各级工会， 以互助互济的方
式组织北京在职职工开展医疗、
重疾、 意外保障活动。 目前承办
了市总工会暖·互助 “二次报销”
（对职工门诊 、 住院费用的报
销）、 非工伤意外伤害和全总职

工保险互助会的住院医疗、 住院
津贴、 重大疾病、 女工特疾、 意
外伤害、 子女意外伤害等两大类
10余项保障活动。

市政协工会界小组召集人，
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潘
建新介绍， “北京职工医疗互助
发展25年来， 已覆盖全市在职职
工425万人 ， 受益职工2001万人
次， 给付互助金近34亿元。” 依
托全市各级工会组织， 北京职工
医疗互助形成了覆盖市级、 区局
总公司和街乡基层工会组织的三
级服务网络： 以门诊、 住院、 重
疾、 人身意外伤害为主要内容的
医疗健康保障产品体系； 以健康
管理为主要内容的会员服务体
系； 以劳模、 困难职工、 患重病
职工为重点对象的帮扶救助体
系， 从不同层面满足了各级工会
和首都职工的多元化医疗保障需
求。

记者了解到， 北京职工医疗
互助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服务保
障、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疏解首
都核心功能等重大任务、 重要活
动和关键时期同样彰显责任担
当， 成为工会参与社会建设和管
理创新的重要举措。

畅通政策与数据对接渠道
共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据了解， 当前职工医疗互助
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 包括支持
职工医疗互助发展的地方性政策
不足 ， 与北京市基本医保的政
策、 数据对接略显被动等。 潘建
新介绍， 职工医疗互助是在北京
市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 为职
工提供保障服务 。 其 “二次报
销” 的依据就是职工发生门诊、
住院或遭遇重大疾病、 意外伤害

后的医疗费用。 为实时准确 “报
销”， 尤其是2012年与市职工医
保数据成功对接， 得到了市人社
局、 医保局的支持， 实现了 “让
数据多跑路、 让职工少跑路” 的
服务宗旨， 每年有100余万职工从
中受益。 目前， 市总工会定期通过
市医保局、 市经信局获取医保数
据， 并密切关注全市医保政策调
整动态， 但在政策对接机制与数
据对接机制方面仍需完善。 由于
工会与市委办局之间的跨部门
协调联动机制不足 ， 工会未从
源头参与政府有关涉及维护职工
医疗健康权益的医保政策制定，
政策信息获取滞后， 医保数据调
整后相关信息不能得到及时反
馈， 导致职工医疗互助无法快速
响应、 及时调整相关服务措施 。

潘建新介绍说， 经过认真调
研， 市政协工会界委员建议将职
工医疗互助保障纳入全市医疗保
障体系建设。 希望市卫健委、 市
医保局在研究制定医疗保障 “十
四五” 规划和市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 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及相关政
策文件时， 应将职工医疗互助保
障工作纳入其中统筹规划、 通盘
考虑， 形成 “全面建成以基本医
疗保险为主体 ， 医疗救助为托
底， 补充医疗保险、 商业健康保
险、 慈善捐赠、 职工医疗互助共
同发展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的工作合力， 协调推动全市医疗
保障体系建设。

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李昂对
提案内容表示支持。他建议，后续
要进一步明确职工医疗互助保障
的支持力度、补偿额度。职工患病
或有其他意外情况时需要有益的
支持来减缓家庭负担， 但也要认
真考虑从职工收入中减掉资金的
数额，不要因此增加职工的负担。

促进职工医疗互助与基
本医疗保险衔接 建立医疗
保障工作联动机制

“多年来， 通州区在开展职
工医疗互助保障工作中体会到，
职工医疗互助保障作为不同于社
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一种职工互
助互济的保障形式， 在很大程度
上满足了中低收入职工的需求，
为工会组织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 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基本职
责 ， 提供了工作载体和活动平
台。” 市政协工会界委员， 北京
市通州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
副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尚祖国介
绍， 通过工会组织开展职工医疗
互助保障工作， 为广大职工送温
暖办实事， 进一步完善了职工保
障体系， 为促进职工的和谐稳定
打下了基础， 得到全区广大职工
的欢迎和好评。 广大职工普遍认
为， 工会开展职工医疗互助保障
工作是送温暖活动经常化、 社会
化的重要形式， 是工会密切联系
职工群众的重要渠道。

市政协工会界希望有关部门
对此项工作进一步重视， 建议建
立市总与市卫健委、 市医保局、
市经信局医疗保障工作联动机
制， 吸纳市总工会参加医保工作
协调机构； 在研究制定医保政策
文件时， 征求工会和职工的意见
建议； 加强对职工医疗互助保障
工作指导， 密切联系沟通， 促进
职工医疗互助和基本医疗保险工
作衔接。

同时， 建议完善市总工会与
市医保局、 市经信局医保数据共
享机制。 进一步扩充医保数据共
享内容， 为工会及时调整职工医
疗互助相关政策， 更加精准服务
职工提供数据支撑。

畅通政策对接与数据对接渠道
共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建立更为紧密的医疗保障工作联动机制

市政协工会界委员关注“七有”“五性”落实 工会界建议：

将职工医疗互助纳入医保“十四五”发展规划
□本报记者 高铭/文 孙妍/摄 邰怡明/绘图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重要内容。 看病是每个家庭都会遇
到的事， 当困难家庭遇上大病， 那真是 “雪上加霜” ……如何
让职工的医疗得到更有效保障？ 在北京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
上， 这个问题成为工会界委员关注的焦点。 今年， 市政协工会
界的界别提案建议， 将职工医疗互助纳入市医疗保障体系， 并
纳入医保 “十四五” 发展规划统筹安排。

孙宇周玉忠尚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