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 村 卫 生 简 讯 
2013 年第 3 期 

 

云南省卫生厅农村卫生管理处     投稿邮箱：ynxlhglzx@163.com 

云南省健康教育所           编              2013 年 3 月 8日 

————————————————————————————— 

目   录 

◇  工作动态 

2013年全省农村卫生服务和新农合工作会议在昆召开 

◇ 消 息 

龙陵县探索新型合作医疗慢性病门诊补偿取得实效 

是新农合救了我的家庭—普洱市新农合十年征文选 

 

 

 

 

 

 



 

 

 

◇  工作动态 

 

2013 年全省农村卫生服务和新农合 

工作会议在昆召开 

 

为贯彻落实全国基层卫生和新农合工作会议、全省卫生工作会议

精神，2013 年 3月 6 日，省卫生厅在昆明召开全省农村卫生服务和

新农合工作会议。全省 16个州、市卫生局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23

家新农合省级定点医疗机构分管领导和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由省卫生厅农村卫生管理处杨添懿处长主持，省卫生厅张宽

寿副厅长做了重要讲话。张副厅长全面总结了 2012 年全省农村卫生

服务和新农合工作取得的成效：一是新农合制度持续推进，参合率和

筹资水平稳中有升；二是参合农民受益范围日益扩大，受益程度稳步

提高；三是重大疾病保障工作全面推开，大病保障机制初步建立；四

是加强探索创新，新农合管理和运行机制不断完善；五是农村卫生服

务体系更加健全，服务能力得到增强；六是乡村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

革稳步推进，运行新机制初步建立；七是多渠道增加乡村医生收入，

乡村医生队伍基本稳定。对过去一年中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一是目前新农合还没建立长效筹资机制，保障水平有待提高；二是农

村卫生机构基础设施条件差，服务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

决；三是农村卫生队伍总量不足、空编缺员并存，质量亟待提高；四

是乡村医生队伍准入和退出机制不健全、财政补助政策落实不到位，

养老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医生的积极

性。最后，张副厅长对 2013 年全省的农村卫生服务和新农合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一是继续巩固完善新农合制度；二是继续加强农村卫

生服务能力建设；三是巩固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四是

开展乡村医生签约服务试点，推动农村卫生服务机构转变服务模式。

并对各地提出了要求，2013年各州市卫生局要提高认识，明确任务，

扎实推动相关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本次会议邀请 2012 年在农村卫生工作和新农合工作中探索新路

子、取得新进展的部分地区进行了大会交流，使参会人员扩宽了眼界，

丰富了工作思路。会议还安排了专家对过去一年农村卫生工作和新农

合工作中发现的一些具体问题的培训，指导各地各单位进一步做好相

关工作。 

 

                                        （省合管办） 

 

龙陵县探索新农合慢性病门诊补偿取得实效 

龙陵县 2006 年以来在新农合中将“慢性病门诊纳入”减免范

围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新农合制度更加健全。慢性病门诊补偿基金

从年度门诊统筹基金中按照 5%的比例提取，专项用于参合人员慢性



病门诊医疗费的补偿。将慢性病门诊可以得到补偿的病种分为三

类：一类是特殊疾病：即各类恶性肿瘤（门诊放疗、化疗及相关辅

助用药），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间药物治疗及腹膜或血液透

析），活体器官移植（术后门诊抗排斥治疗）；二类是特殊慢性病：

糖尿病（药物依赖），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各类心脏病并发的慢性

心功能不全、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塞、脑萎缩留有后遗症或者并

发症），高血压（Ⅱ、Ⅲ期），慢性活动性肝炎、肝硬化，类风湿性

关节炎，甲状腺机能亢进、减退，影响器官功能并难以手术治疗的

脑、肝、肾、脊髓、胸腔的良性肿瘤，肝血管瘤，慢性肾小球肾炎，

肾病综合症，精神病、癫痫、震颤麻痹，支气管哮喘，系统性红斑

狼疮，再生障碍性贫血；三类是一般慢性病：消化性溃疡（胃溃疡、

十二指肠溃疡），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慢性肾盂贤炎，血小板

减少性紫癜，原发性慢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顽固性皮炎（慢

性湿疹、银屑病、慢性神经性皮炎）等共 22 个病种。慢性病门诊

报销不设起付线，2006 年至 2010 年按门诊医药费的 50%标准给予

报销（2006 年补偿封顶线为 500.00 元），2011 年报销比例提高到

60%，依据特殊疾病、特殊慢性病、一般慢性病门诊医疗病种的不

同，封顶线分别为：每人每年 3000 元、2000 元和 1000 元。 

经批准的慢性病门诊医疗享受报销待遇有效期限为一年。次

年参合患者仍需申请慢性病门诊补偿的，需将上年的治疗情况和诊

断结论报乡镇合管办复核认定，由乡镇合管办出具当年《龙陵县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慢性病门诊医疗审批证明》。 



（龙陵县合管办） 

 

是新农合救了我的家庭 

--普洱市新农合十年征文选 

  “是新农合救了我的家庭！”一提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西

盟县勐梭镇勐梭村第 10 组的村民咩欧扁红纯朴的感激之情溢于言

表。她讲诉了自己丈夫波欧扁红近年来患病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和

困难，是新农合制度帮她报销了大部分医疗费用，“如果没有新农合

制度，我们这个家就跨了！”2007 年底，全家在新农合工作人员和

村干部的宣传动员下办理了新农合相关参合手续，了解了参加新农合

的相关政策，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都能享受国家的减免报销，平常

有点头疼感冒的也享受到减免报销了。 

2010 年，一场厄运降临到丈夫波欧扁红的头上：经检查，波欧

扁红患上了甲状腺机能亢进症、慢性肾功能衰竭、缩窄性心包炎等多

种疾病。这种病难治愈不说，还要花费很多钱。丈夫是家中的顶梁柱，

全家的经济状况也由此陷入了困境。如今经济和生活压力就落在了咩

欧扁红瘦弱的肩上了。为了治丈夫的病，全家节衣缩食，花光了所有

的积蓄，还负债累累。镇里在得知她家的情况后，及时为其丈夫办理

了低保。然而，这依然还是“杯水车薪”。 

“再苦再难也要给丈夫治病。”咩欧扁红平日里靠种菜卖菜来维

持家里的经济来源，丈夫反反复复住院、出院、再住院，家里已经负

债累累。看着丈夫被病魔折磨的痛苦表情，一家人心都碎了，为此，

全家人商量了起来，就是再借钱也要治病。2011 年，咩欧扁红怀揣



着东拼西凑的几万块钱，带着丈夫到昆明治疗。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

波欧扁红出院了，身体状况好多了。回到勐梭后，乡镇合管办为他及

时报销了近 15000元的医药费。 

受益于新农合的波欧扁红，现在逢人便说新农合好。“要是没有

新农合制度呀，我家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国家政策对咱们老百

姓好呀！”为了鼓励全村村民都来参加新农合，还主动宣传起了“新

农合好啊！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补偿、无病益乡亲”。她俨然成了新

农合的宣讲人。 

在新农合实施过程中，参合农民都可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

在全县范围内自主选择定点医疗机构就诊，最大限度方便了参合农

民，让参合农民确实享受到新农合带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好处，享受到

了新农合温暖的阳光，咩欧扁红的丈夫波欧扁红就是其中一员。 

(西盟县合管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