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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会得的病俺老俩全都有，
小半年，俺俩吃药花了2200元，政府
补助1870元以后，俺自己就花了300
多元，今后再也不怕看病了。”宜阳县
张坞镇平北村贫困户张红欣说。

张红欣今年 57 岁，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病；老伴刘桂花 56 岁，
患有脑萎缩，每月俩人经新农合慢性
病报销后，还得花费近600元，让本就
困窘的家境雪上加霜。自从宜阳县实
施贫困人口门诊统筹政策以来，门诊
费用报销85%，半年来，夫妻俩减轻了
看病负担，激动地说：“政策真是好，住
院兜底报，门诊有保障，看病不难了。”

宜阳县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9598户，贫困人口71805人，其中因
病致贫6324户21254人。

群众有需求，政府就行动。宜阳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健康扶贫工作，
研究制定健康扶贫政策，做到上级规
定动作不走样，本地政策有创新，受到
了广大贫困群众的交口称赞。

专项资金，为贫困群众
再降医疗费用

说起住院医疗救助政策，香鹿山
镇后庄村贫困户陈小坤深有感触地
说：“这政策真是好，党给了俺第二次
生命！”2017年，陈小坤突然昏迷被送
入县医院，诊断为右侧颈总动脉闭塞，
需要立即手术。家徒四壁，钱从哪来？

得知陈小坤是贫困户，医院迅速
将他安排到了贫困人口爱心病房，立
即安排手术。陈小坤病愈出院，掰着
指头一算账：住院花费 64318.79 元，
城乡居民医保补助 20922.5 元，大病
医疗保险及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补助
30468.56元，县政府健康扶贫专项资
金补助12527.73元，自己只花了400
元，补偿比达到99.38%。陈小坤一家
成了脱贫政策宣传员，总是跟亲朋好
友夸党的政策好，让老百姓敢看病、看
得起病。

面对因病致贫、返贫现象，宜阳县
及时出台了《宜阳县卫生脱贫实施方
案》，设立健康扶贫专项资金，用于建
档立卡贫困户住院费用的减免，重点
做好兜底补偿。参合贫困患者在乡镇
卫生院住院者，自付费用全免；在县级
医院住院者，只需负担新农合起付线
部分；患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等
10种重大疾病，在省、市、县级定点医
疗机构住院治疗，住院费用自付部分
全免；患儿童先天性动脉导管未闭等
29 种大病，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
疗，出院时仅负担 5000 元以内自付
费部分，其余自付费用由县卫生专项
扶贫资金全部解决。

为解决县、乡两级卫生机构人才
匮乏问题，使常见病、多发病能够在
县、乡就诊，该县对到乡镇卫生院开展
会诊、手术的市、县级专家，每例每人
补助300元；对长期在县、乡两级医院

开展对口帮扶的省、市级专家，每年补
助5000元。

今年 1 月至 8 月，该县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住院补助 1.8 万人次，补助
费用 1441.25 万元，实际补偿比达到
97.3%；其中县级医院住院患者实际
补 偿 比 提 升 26 个 百 分 点 ，达 到
95.7%；乡镇卫生院个人自付费用为
零，救助比例达 100%。县外就诊仅
有 240 人次，占比 1.3%，实现了分级
诊疗。县级医师对口帮扶604人次，
补助费用 18.12 万元，不仅提升了乡
镇卫生院的服务能力，还减轻了贫困
人口经济负担。

门诊统筹，为慢性病患者
解除后顾之忧

实行住院患者兜底扶贫政策后，宜
阳县委、县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多次开展
专项调研，发现慢性病贫困患者难以承
担长期用药费用。针对这一现状，该县
研究出台了《宜阳县贫困人口门诊统筹
补偿工作管理办法》，设立贫困人口门
诊统筹专项资金，形成了宜阳县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门诊补助政策。即贫困人
口在乡、村两级门诊就诊，家庭账户资
金使用完后，再发生的门诊医疗费用纳
入门诊统筹补偿范围。门诊统筹不设
起付线，补偿比例为85%，每人每年最
高封顶补助1200元。

像张红欣那样因患慢性病长期用

药的贫困户，都可通过门诊统筹补偿得
到相应的补助，免除了后顾之忧，重新
鼓起了生活勇气。据悉，自门诊统筹开
展以来，截至9月底，全县已救助6.16
万人次，投入救助资金180.46万元。

针对大病、慢性病贫困患者，该县
深知，资金补助力量有限，必须通过加
大医疗救助力度，实施医疗再保险，发
挥多项政策叠加效应，切实解决困难
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根据城乡困难群众补充医疗保险
（救助）制度有关精神，该县为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每人购买了一份商业保
险，参保金为每人每年110元。参保
资金为市、县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市、
县两级财政各承担 50%。参保人员
患病住院，在扣除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困难群众大病医
疗补充保险规定的报销范围和限额限
价内的费用后，剩余部分依据各定点
医疗机构的级别，分别按照乡级医院
60%、县级医院以上45%的比例理赔，
一般疾病支付限额每人每年 10000
元、33种重大疾病支付限额每人每年
20000元，起付线按照基本医疗标准
执行。重大疾病门诊病种与洛阳市基
本医疗保险特殊疾病门诊病种按照
60%的比例进行理赔，起付线为零，支
付限额每人每年6000元。

目前，全县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
口医疗再保险共计补偿2211人次，补
偿资金50.44万元。 （张珂）

宜阳县着力解决贫困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难题

健康扶贫：让群众看病不难脱贫有望

10月17日，在宜阳县高村镇鹅宿村，一辆大型收割机正在收割
构树，工人正在给粉碎过的构树叶打包青贮。近年，该镇着力发展高
效农业，去年成功发展杂交构树种植 2000 余亩。构树种植管理简
单，一年收割3茬，构叶青贮后可作为牛羊用高级“营养餐”，每亩可
带动农户收益4000元。 田义伟 摄

小构树成了“摇钱树”

“没想到能在家门口免费阅读
喜欢的书，还能提供这么安静舒心
的阅读环境，真不错。”在宜阳县新
近开放的城市书房之一的合欢路城
市书房，刚走进书房的韩女士一脸
兴奋地说。

干净整齐的书房里，高大的书架、

舒适的桌椅、优雅的挂灯，温馨舒适的
阅读环境令人耳目一新。该书房现拥
有各类书籍 5000 余册，侧重收集人
文社科类书籍，旨在打造人文型、智慧
型、共享型阅读新空间。电子书应有
尽有、包罗万象，可满足不同年龄、阶
层读者的不同阅读需求。值得一提的

是，该书房实行智能化管理和自助服
务，不仅设有办证机、借还机、电子书
下载机等高端自助设备，还配有空调、
饮水机、雨伞、医药箱等人性化便民器
具，深受阅读者的喜爱。

“城市书房是图书馆概念在市井
街巷的延伸，是倡导全民阅读、打造

‘书香宜阳’的重要举措。目前县里已
建成投用的合欢路城市书房和滨河城
市书房共有藏书 9000 余册，可供
5000位市民就近阅读。两大书房的
建成投用标志着宜阳公共文化建设、
公共阅读服务进入了新阶段。”该县文
化局相关负责人说。 （周伟星）

建起城市书房 群众乐享阅读 连日来，为期10天的宜阳县重阳精品书法展吸引了众多群众前
往观看。

精品书法展展示了来自宜阳各乡镇、单位、企业、社会组织的书
法爱好者作品近120幅。这些作品形神兼具、风格多样，涵盖篆体、
草书、隶书、楷书等多种字体。作品内容主题鲜明、紧扣新时代新思
想，对于书法爱好者艺术鉴赏能力的提升和中华文化的持续传承有
着重要意义，体现了宜阳书法爱好者热爱艺术、精益求精的艺术品格
和他们热爱生活、服务大众、奉献社会的良好风貌。这些书法爱好者
中既有鲐背之年的老者，也有十八岁的青年，现场交流热烈。书法展
将持续至27日。 （段雪）

翰墨书写新时代

2018年河南省脱贫攻坚报刊公益广告大赛获奖作品选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