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晶

专题【关注】06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gh@126.com│本版编辑 于彧│美术编辑李媛│校对 黄巍│２０22年 4月 27日·星期三

连续十年砥砺奋进 打造工会服务品牌

暖·互助“二次报销”
让更多职工有了“医”靠

“尊敬的客户您好： 在职职
工医疗互助保障计划互助金人民
币 200653 元 已 打 入 您 的 尾
号××××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
中， 请您注意查收。 祝您幸福安
康 ！ 北 京 市 总 工 会 ， 详 询
12351。” 2020年， 北京市通州区
的职工李先生收到这样一条短
信。 此前， 他确诊患有急性髓系
白血病， 经过一年的住院治疗，
医疗费用合计高达130万元， 其
中自付 （一） 金额已超社保封顶
线57万元， 如今他通过 “二次报
销” 领取到互助金200653元。

李先生是北京市总工会 《在
职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计划》 （又
称暖·互助 “二次报销”） 的受益
者之一。 记者了解到， 为了有效

缓解职工群众最操心、 最忧虑的
“看病贵” 难题， 北京市总工会
在2012年便推出了 《在职职工医
疗互助保障计划》， 由北京市总
工 会 和 区 、 局 总 公 司 两 级 工
会出资， 参加北京市基本医疗保
险并持有北京工会会员互助服务
卡的在职职工均能免费享受， 最
高保障金额为200653元。 “二次报
销” 保障内容涵盖门诊和住院
保障 ，推出至今十年间，累计覆
盖职工471万人， 受助职工277万
人、2394万人次， 互助金额29.48
亿元。 “二次报销”为全市广大职
工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保障， 如今
受到越来越多基层单位和职工的
关注和肯定， 成为北京市总工会
服务职工的品牌项目。

市总工会暖·互助 《在职职
工医疗互助保障计划》 工作领导
小组在成立之初， 便受到市总工
会 的 高 度 重 视 ， 由 市 总 工 会
主 要 领导亲自挂帅 ， 市总职工
服务工作部、 基层组织建设部、
财务与资产管理部等部门， 与市
职 工 互 助 保 障 服 务 中 心 结 合
各 自 职能 ， 分工负责 ， 合力推
进工作 。 为了科学制定工作规
划、 合理确定年度目标， 严格执
行组织建设、 预算管理、 项目管
理 、 考 核 评 价 等 相 关 制 度 要
求 ， 领导小组先后召开30余次
主席办公会 、 党组会 、 专题会
等 ， 研究部署 “二次报销 ” 工
作。 十年间， 每年都坚持召开工
作推进会， 向各级工会传达上级
精神， 部署工作任务， 开展工作
考核， 推动 “二次报销” 切实落
地见效。

为加强项目管理与实施过程
的规范化标准化， 市总工会还先
后印发了 《北京市总工会关于实
施暖·互助———〈在职职工医疗互

助保障计划〉 的通知》 《关于印
发北京市实施 〈在职职工医疗互
助保障计划〉 暨职工互助保障工
作部署会会议文件的通知》 《关
于 扣 缴 各 区 县 总 工 会 经 费 用
于 职 工医疗互助保障的通知 》
等10余项文件， 从工作规划、 管
理职责、 资金管理、 数据管理、
给付管理 、 档案管理 、 合规管
理、 绩效评价等方面， 形成权责
清晰、 节点明确、 流程细化的全
方位管理制度， 推动建立了 “二
次报销” 健康持续发展的长效机
制。

经过全市各级工会十年努
力， “二次报销” 服务项目如今
在职工中赢得了好口碑。 作为工
会参与社会建设和管理创新的重
要举措， “二次报销” 凭借漂亮
的成绩单， 也得到了党政的大力
支持， 不仅推动将职工医疗互助
纳入市医疗保障体系， 纳入医保
“十四五 ” 发展规划统筹安排 ，
每年还会给予3亿至4亿元的资金
支持。

让“二次报销”在职工中赢得好口碑

十年间， 北京工会坚持以职
工为中心， 以三级服务体系为依
托， 不断扩大 “二次报销” 覆盖
面， 帮助更多职工群众解决实际
问题， 为职工构建起了一道抵御
因病致贫的屏障。

2013年， 为进一步满足职工
医疗保障需求， 在进行广泛调研
与反复测算的前提下， 在覆盖参
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城镇在职职工
的基础上 ， 进一步扩大覆盖群
体， 将参加新农合的在职职工纳
入保障范围， 使农村职工与城镇
职工享受到同样的 “二次报销”
待遇， 实现职工群体全覆盖。 不
仅覆盖面扩大了， “二次报销”
的保障力度也在不断提高， 保障

金额由原来的最高100653元调整
为200653元， 进一步减轻了职工
的医疗费用负担。

在实行普惠制的基础上 ，
“二次报销” 还着重加大对困难
职工、 劳模以及患重大病职工的
帮扶救助力度， 对困难职工、 劳
模给予更多关爱， 报销比例在普
通职工的基础上提高5%； 对患
重大病的职工给予更高保障， 超
过基本医疗保险封顶线的费用，
按金额分段给予 40%-90%的报
销。 据统计，“二次报销” 开展至
今， 患重大病职工累计受助3.94
万人次， 互助金额4666.36万元，
个人最高互助金额 20.07万元 ；
劳模累计受助4.68万人次， 互助

立足飞速发展的网络时代，
北京工会不断强化互联网思维，
积 极 推 进 智 慧 工 会 建 设 ， 通
过 线 上线下的深度融合 ， 推进
“互联网+” 工会普惠性服务工
作， 推动线下服务向信息化、 数
字化、 智能化发展， 促进线上服
务与线下服务相互补充、 有效衔
接。 “二次报销” 服务项目也在
不断调整， 让服务体系更加智慧
化。

北京市职工互助保障服务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通过市总
工会、 市人社局、 市医保局、 市
经信局协调联动， 目前， 已经实
现了工会会员信息与市医保局基
本医疗保险数据对接， 市职工互
助保障服务中心完成 “二次报
销” 核算后， 可将互助金直接打
入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中。 职工

足不出户即可享受 “二次报销”
待 遇 ， 并 可 通 过 “ 北 京 工 会
12351” APP、 “北京市职工互
助保障” 微信公众号查询理赔信
息。 “让数据多跑路、 让职工少
跑路” 的快速精准化服务增强了
职工的获得感 、 幸福感和安全
感。

为准确掌握职工群众所需所
急所盼， 市总工会每年会对上年
度 “二次报销” 情况进行数据分
析， 从性别、 年龄、 职工类别、
医疗类别、 疾病种类、 产业划分
等方面分类统计分析， 挖掘数据
信息资源， 完整、 全面、 及时掌
握职工的健康状况。 数据分析结
果会与各区总工会 、 各产 业 工
会 共 享 ， 由 各 级 工 会 组 织 依
据职工健康状况， 进一步研究职
工潜在健康保障需求， 让 “二次

报销” 由被动满足职工需求向主
动挖掘职工需求转变， 由职工医
疗保障向职工健康 保 障 过 渡 ，
为 职 工 健 康 管 理 提 供数据支
撑。

下一步， 市总工会将继续按
照全国总工会和北京市委的工作
要求， 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
坚持以政治建设为引领 ， 以服
务职工为中心， 以智慧工会为
平台，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聚焦
主责主业， 不断健全完善暖·互
助 “二次报销” 长效机制， 推动
将职工医疗互助保障纳入全市
医保工作体系， 切实增强工会
工作的政治性 、 先进性 、 群众
性 ， 不断提升工会组织的服务
力、 凝聚力、 影响力， 团结带领
广大职工为推进首都经济高质量
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金额668.88万元； 困难职工累计
受助3.64万人次 ， 互助金额909
万元。 如今， “二次报销” 已基
本实现了困难职工和劳模帮扶工
作常态化， 并形成了帮扶救助长
效机制。

“‘二次报销’ 让职工的医
疗负担切实得到了缓解， 因此受
到职工群众的广泛欢迎， 在职工
中参与度、 关注度高。” 市总工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近年来，
各级工会组织以会员免费享受
“二次报销” 服务为切入点， 吸
引非公企业建会入会， 推动区域

性、 行业性联合工会的建设， 随
着工会会员人数的增加， 职工的
受益面也越来越广。 开展至今，
“二次报销” 覆盖会员人数、 受
助人数、 互助金额整体呈逐年增
长趋势： 覆盖会员人数从2012年
的252万人增长到2021年的471万
人 ， 增长了 87% ； 受助人数从
2012年的37.6万人， 增长到2021
年的 127.7万人 ， 增长了 240% ；
互助金额从2012年的1.24亿元 ，
增长到2021年的4.04亿元， 增长
了226%。

面对大量的职工理赔信息，

“二次报销” 能否做到准确无误？
为 提 高 精 准 服 务 职 工 的 能 力
和 水 平 ， 确保 “二次报销 ” 落
地见实效， 在每季度完成 “二次
报销” 互助金给付工作后， 各基
层工会都 会 对已经得到 “二次
报销” 的职工理赔信息进行 “一
对一” 信息核实， 做到主动告知
职工 “二次报销” 待遇及相关政
策 、 主动掌握工会会员信息变
化， 将变更信息及时反馈市总工
会职工服务工作部， 及时更新会
员信息库， 以实现精准服务职工
的目标。

组织得力 保障有力

为职工构筑起抵御因病致贫屏障

广泛覆盖 重点帮扶 打造“二次报销”智慧化服务体系

紧跟时代 不断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