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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优惠的政策， 这么低廉的收费， 能
不能治好老百姓的病？ 能不能在县级医院推
行？ 省内的其他县市能不能借鉴？ 面对这一
系列的问题， 吴友忠给出了答案。

据了解， 出台“10+100” 补偿模式之
前， 蓝山县组成了 4 个调研组分别下到 25
所乡镇卫生院进行调研， 对全县卫生院前 3
年的门诊人数、 住院人数和费用进行了认真
的研究和分析， 对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的医
疗费用进行了预测。 今年蓝山县参合农民
32.7 万人， 实现了新农合全覆盖。 人平筹资
230 元， 总筹资 7500 万元， 比去年增加
3000 万元。 全县预算卫生院门诊人次 20 万
次， 补偿资金 600 万元； 预算住院人数 1 万
人次， 补偿资金 700 万元。 卫生院总补偿资
金 1300万元， 占农合总资金的 17.3%。

“在总额预付的前提下， 乡镇医院在治
好病的同时控制了门诊、 住院的医疗费用，
因此在资金方面完全能够应付得过来。” 吴

友忠说道。
与此同时， 蓝山县在全国率先成立了

“乡镇卫生院管理中心”， 统一管理乡镇卫生
院的财务和业务。 今年以来， 县财政还投入
1063 万元进行乡镇卫生院改革。 吴友忠认
为， 经过半年时间的实践， 蓝山的经验被验
证是可行的， 也是可以供全省多数卫生院借
鉴和推行的。 “至于在县医院的推广， 通过
经费测算， 目前还有困难， 但到明年新农合
基金盘子继续扩大， 进一步对医疗费用加以
控制， 要实现这一目标也并非不可。”

湖南省卫生厅党组书记肖策群说，
“10+100” 就医模式不仅“使复杂问题简单
化”， 减少了新农合报账的很多麻烦， 而且
规范了医疗服务的管理， 创新了新农合付费
方式， 通过实行这一改革模式， 一手把新农
合基金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管好了， 一手使
老百姓得到了医改带来的政策实惠， 这“一
手托两家” 办法很好。

在“10+100” 补偿模式之中， 尝到甜头
的不仅仅是患者。

据了解， 去年 12 月 31 日， 蓝山在全县
25 个乡镇卫生院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制
度实行初期， 虽然药价下降， 但卫生院药品
种类减少， 老百姓一时不能接受， 觉得在卫
生院看不好病， 纷纷涌向县医院； 与此同
时， 医疗服务量下降， 药品收入被切断， 医
务人员的工作热情也随之降低， 于是一度出
现乡镇卫生院“冷死”， 县级医院 “累死”
的现象。 群众不能就近看病， 更增加了医疗
负担， 这些负担转而也成了群众对卫生院的
抱怨。 乡镇卫生院发展一时陷入瓶颈。

新圩镇中心卫生院院长龙继平对此深有
感触， 他说： “去年， 我们医院员工的基本
工资只有六七百元一个月， 今年为了配合

‘10+100’ 补偿模式的实施， 全县推行了分
配制度改革， 实施绩效考核， 今年我们给正
式员工购买了 5 险， 月基本工资最低的也有
880多元， 加上人均每月近 1200元的绩效工
资， 医务人员人均月收入超过了 2000 元。”
龙继平告诉记者， 绩效工资还分基础性绩效
工资和奖励性绩效工资， 基础性绩效工资占
绩效工资总量的 60%， 根据岗位、 职务等分
档次确定， 随工资按月发放； 奖励性绩效工
资占绩效工资总量的 40%， 根据工作业绩等
按年度考核结果发放， 多劳多得， 既兼顾公
平和谐又避免“大锅饭”。

该院药剂师杨李丹告诉记者， 她去年的
工资不到千元， 现在每个月可以拿到 2000
多元。 在蓝山县竹管寺中心卫生院， 护士刘
燕的工资也从以前的 1500 元， 涨到现在的

2000元左右。
医务人员吃“皇粮”， 不用为创收费心，

每一张处方都是对症下药， 博得了患者的信
任， “客源” 也就自然多了起来， 医疗纠纷
也再没了踪影。

蓝山县卫生局提供的一份实施“10+100”
前后门诊、住院情况对比数据材料显示：

2010 年 1-7 月， 该县的门诊人次为 8.5
万人， 门诊次均费用为 71.5 元； 今年 1-7
月， 该县的门诊人次为 10.5 万人， 比去年增
加了 1.6 万人， 门诊次均费用为 33.5 元， 比
去年减少 38元。

与此同时， 2010年 1-7 月， 该县的住院
人次为 5646 人， 住院次均费用为 888 元；
今年 1-7 月， 该县的的住院人次为 6032 人，
比去年增加了 386 人， 住院次均费用为 650
元， 比去年减少 238 元。 算下来， 费用下降
和补偿增加共为农民减少医疗负担 1100 万
元。

“这些数据， 不单是体现老百姓受益，
更重要的是搞活了卫生院， 促进了医疗资源
的合理运用。” 蓝山县医改办主任、 卫生局
局长吴友忠说，“10+100” 补偿模式实施之
后， 一方面是门诊有补偿了， 减少了不必要
的住院， 卫生院出现了门诊增加， 住院减少
的局面， 减少了农合资金的支出； 另一方
面， 通过建立健全双向转诊机制， 实现病人
的合理分流， 病人到乡镇住院， 便能和县医
院直接对接。 “这种服务范围和服务方向的
转变， 不仅明确了卫生院的职能， 同时有利
于规范患者的就医习惯和医生的诊疗习惯，
可谓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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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洪雷 通讯员 姚家琦

门诊 10元封顶 住院 100元包干

今年 3 月， 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悄悄地进行了一场极具创
意的变革———将参合农民在乡镇医院所发生的一切诊疗行为及
产生的费用用统一的标准“包干”： 10 元看门诊， 100 元住院。

之所以“悄悄地”， 是因为这场变革不仅前所未有地改变
了农村居民的就医方式， 更关系到基层医院能否正常运行， 医
生能否保得住饭碗。 用当地人的话说： “事情还没干， 叫得太
响， 一旦失败， 成为全省的笑柄不说， 更令老百姓失望。”

令人欣喜的是， 时隔半年， 蓝山医改不仅开展得风生水
起， 更成功地理顺了基层医改初期暴露的各种矛盾， 令老百
姓、 医务人员交口称赞。 如今， 蓝山的改革引起了社会的关
注， 人们希望， 蓝山的创新， 能够推诸全省， 打通基层医改的
的“任督二脉”， 让医改真正惠及全民。

患者篇
8 月 18 日， 蓝山县新圩镇中心卫生院交费窗口排

着长长的队伍， 与别处不同的是， 不论他们得的什么
病， 得买多少钱药， 在这里都只需要交 10 元钱。

“您得的是什么病？ 开了多少药？ 真的只要出 10
元钱？”

“没错， 是 10 块， 我得的是老胃病， 已经不是第
一次来看病了， 药虽然不同， 但每次都是 10 块。” 这位
名叫陈小平的患者虽然得着病， 说起这事， 却不由得面
带笑容。 记者看他手里的处方单， 上面列着阿莫西林、
西咪替丁、 清开灵等四五种药， 包括 10 元的诊疗费，
收费总额处写着 49.16元。

对于新政策， 陈小平说： “以前哪怕是看个感冒，
一趟下来少说也得二三十元， 稍微重一点的病就要六七
十元， 而且完全没有报销， 现在统一 10 块钱包干， 不
要提有多省心了。”

来到医院的住院部， 这里更热闹———每个科室， 每
间病房都住满了病人， 几乎没有一张空床。

一位老人的经历更反映出新政策的实惠： 新政实施
以来， 这位名叫胡必言的 80 岁老人已经陪着老伴在卫
生院住了 4次院， 每次均只花费了 100 元， 其中一次住
院时间长达 25天、 药费金额达 2300多元。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就在 2 个月之前， 老人因为急
病在县中心医院住了 1 天院， 当天即用去医药费 1278
元， 新农合报销之后， 自己还是出了 420多元。

“交 100 块钱，住到病好了为止，完全不用担心费用
的问题，这个政策真是好！ ”胡必言介绍说：“她今年 81岁
了， 早些年落下一身病， 去年就在乡镇卫生院住了 6 次
院，治疗费除去新农合报销的部分，还花去 8000 多元。 ”
老人清晰地回忆道：“之前，虽说报销比例也有 80%，但有
很多都是自费药品，尤其像我老伴这种虚弱体质，要长期
注入氨基酸等营养药物的病人， 实际报销的只有 50%左
右。 现在，我不用担心交不起药费，也不用去算每次住院
能报销多少，总之就是交 100块。 ”

住院部内， 有像胡必言老人这样感触的病人比比皆
是， 一些病人还坦言， 新政策出来之前， 即使有病， 也
不敢来住院， “怕交不起医药费啊”。

正如陈小平、 胡必言所说， 在蓝山创新改革之前，
乡镇医院门诊病人没有纳入补偿范围， 受益面不宽； 住
院病人自付起付线的钱以后， 还需扣除自费项目， 按比
例补偿。 农民没有充分享受到新农合政策的实惠， 颇有
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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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篇
8 月 18 日， 蓝山县新圩镇中心卫生院交费窗口排

着长长的队伍， 与别处不同的是， 不论他们得的什么
病， 得买多少钱药， 在这里都只需要交 10 元钱。

“您得的是什么病？ 开了多少药？ 真的只要出 10
元钱？”

“没错， 是 10 块， 我得的是老胃病， 已经不是第
一次来看病了， 药虽然不同， 但每次都是 10 块。” 这位
名叫陈小平的患者虽然得着病， 说起这事， 却不由得面
带笑容。 记者看他手里的处方单， 上面列着阿莫西林、
西咪替丁、 清开灵等四五种药， 包括 10 元的诊疗费，
收费总额处写着 49.16元。

对于新政策， 陈小平说： “以前哪怕是看个感冒，
一趟下来少说也得二三十元， 稍微重一点的病就要六七
十元， 而且完全没有报销， 现在统一 10 块钱包干， 不
要提有多省心了。”

来到医院的住院部， 这里更热闹———每个科室， 每
间病房都住满了病人， 几乎没有一张空床。

一位老人的经历更反映出新政策的实惠： 新政实施
以来， 这位名叫胡必言的 80 岁老人已经陪着老伴在卫
生院住了 4次院， 每次均只花费了 100 元， 其中一次住
院时间长达 25天、 药费金额达 2300多元。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就在 2 个月之前， 老人因为急
病在县中心医院住了 1 天院， 当天即用去医药费 1278
元， 新农合报销之后， 自己还是出了 420多元。

“交 100 块钱，住到病好了为止，完全不用担心费用
的问题，这个政策真是好！ ”胡必言介绍说：“她今年 81岁
了， 早些年落下一身病， 去年就在乡镇卫生院住了 6 次
院，治疗费除去新农合报销的部分，还花去 8000 多元。 ”
老人清晰地回忆道：“之前，虽说报销比例也有 80%，但有
很多都是自费药品，尤其像我老伴这种虚弱体质，要长期
注入氨基酸等营养药物的病人， 实际报销的只有 50%左
右。 现在，我不用担心交不起药费，也不用去算每次住院
能报销多少，总之就是交 100块。 ”

住院部内， 有像胡必言老人这样感触的病人比比皆
是， 一些病人还坦言， 新政策出来之前， 即使有病， 也
不敢来住院， “怕交不起医药费啊”。

正如陈小平、 胡必言所说， 在蓝山创新改革之前，
乡镇医院门诊病人没有纳入补偿范围， 受益面不宽； 住
院病人自付起付线的钱以后， 还需扣除自费项目， 按比
例补偿。 农民没有充分享受到新农合政策的实惠， 颇有
怨言。

医院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