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附件



- 2 -

2020 年全市健康扶贫工作要点

2020 年，全市健康扶贫工作要认真贯彻宜春市卫生健康委

《关于印发 2020 年全市基层卫生健康工作要点的通知》的通知

精神，并结合全市健康扶贫工作实际，完成 8 项具体工作任务，

推进全市健康扶贫工作高质量发展，助推我市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一、全面落实健康扶贫三年攻坚任务。实施健康扶贫“五大

攻坚战”，推进攻坚行动，完成目标任务。一是实施贫困人口托

底医疗保障三年攻坚行动。通过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对经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报销后的个人自付医疗费

用给予倾斜救助，将农村贫困人口住院及门诊大病、长期慢性病

医疗费用个人自付比例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二是实施贫困人口

大病和慢性病精准救治三年攻坚行动。全面推进大病专项救治工

作，对罹患尿毒症、严重精神障碍等 10 种大病患者进行免费救

治，对罹患食道癌、肺癌等 21 种重大疾病患者进行专项救治；

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优先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高血压、

糖尿病、结核病等慢病规范管理与健康服务。三是实施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提升三年攻坚行动。全面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设施条件，

通过项目建设，实现市、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全覆盖。

四是实施传染病、地方病综合防治三年攻坚行动，开展艾滋病、

结核病、包虫病、大骨节病等重点疾病的综合防治。五是实施健

康促进三年攻坚行动。针对重点人群、重点疾病、主要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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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健康危险因素开展健康教育，发放实用工具，普及健康知识，

提升健康素养，引导贫困群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

二、全面落实贫困患者医疗保障。一是全面落实贫困患者市

域内住院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服务。实现建档立卡贫

困患者住院实际报销比例稳定在90%的适度目标，防范层层加码。

二是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普通门诊统筹制度，在定点医疗机构

开展门诊报销。三是简化城乡居民门诊特殊慢性病审批程序，积

极推进城乡居民在乡镇卫生院门诊治疗门诊特殊慢性病发生的

费用纳入医保支付，方便患者就近就医。

三、全面加强贫困村村卫生室能力建设。一是加强全市乡村

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稳定和优化基层人才队伍，补齐乡村

医疗机构短板，深入全面解决基本医疗有保障突出问题，对行政

村医疗空白点协调当地政府提供场所，由乡镇卫生院统筹安排邻

村村医进驻执业或巡诊，暂无村医安排的由卫生院安排人员进驻

巡诊。对于常住人口较少的采取与邻村合设村卫生室，合理安排

医疗点等方式解决无人员执业问题。二是开展乡村医生订单定向

培养工作，优先为无村医的行政村培养合格村医。三是开展乡村

医生在岗培训，提升乡村医生服务能力。

四、全面加强健康扶贫排查整改。针对中央巡视回头看和

2019 年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发现问题。开展健康扶贫工作全

面排查整改，围绕 5 个方面重点内容进行排查，5 月底前完成集

中整改。根据健康扶贫挂牌督战大排查，聚焦突出问题、重点地

区进行挂牌督战。明确责任分工和完成时限，细化落实任务责任

清单，对挂牌督战发现的问题，及时组织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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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积极开展健康扶贫总结宣传。一是全面深入总结健康扶

贫工作，分级分类开展健康扶贫政策轮训。二是征集健康扶贫典

型案例、先进人物和集体、图片和视频、健康扶贫新闻、健康扶

贫脱贫故事等五方面材料，9 月底前完成征集报送工作，建立健

康扶贫宣传素材库，积极开展宣传。

六、积极推进因病致贫返贫监测预警。加强健康扶贫信息系

统管理，及时登记、核准、更新数据，对国家健康扶贫动态管理

系统、省扶贫大数据平台、医保部门系统等患者救治、费用数据

进行比对分析，对基本医疗有保障突出问题实行动态监测，对因

病致贫返贫实行监测预警。

七、加强贫困人口医疗服务监管。一是全面执行国家医保基

本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和医用耗材目录，坚持贫困人口在市

域内定点医疗机构首诊，规范转诊转院手续。二是加强对医疗服

务行为的全过程监管，严肃查处和纠正健康扶贫领域定点医院机

构有偿转诊、虚假住院、过度医疗等违法违规现象，推进有序转

诊、合理住院、合理治疗。

八、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履约工作。继续开展家庭医生签

约履约工作，做到签约一人，履约一人，签约一项，履约一项，

为签约对象提供好健康体检、随访、健康教育、接诊、转诊等履

约服务，提升签约对象健康知识知晓率和满意度。

樟树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3月 2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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