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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 

２０１０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２００９〕１６４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 （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

办、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国务院关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及卫生部等五部委 《关于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

（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巩固和发展我省新农合制度，切实做好２０１０

年新农合工作，经省政府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稳步发展新农合制度 

  各地要在已全面建立新农合制度的基础上，坚持以便民、利民、为民的原

则，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巩固和发展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农民基

本医疗服务需求相适应的、具有基本医疗保障性质的新农合制度，逐步缩小城

乡居民之间的基本医疗保障差距。逐步提高筹资标准和补偿水平，完善新农合

管理运行机制，强化基金监督管理，让参合农民得到更多实惠，增强新农合的

吸引力，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参合率。 

  二、努力提高筹资水平，完善新农合筹资机制 

  根据全省各级政府财力状况和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及承受能力，逐步提高财

政补助标准和农民个人筹资水平。２０１０年，我省新农合筹资标准提高到每

人每年１５０元，其中：中央财政每人每年补助６０元，省、市、县三级财政

每人每年补助６０元，参合农民个人缴费由每人每年２０元提高到３０元。

省、市财政补助按照６.５∶３.５的补助比例安排地方财政补助资金，即省财
政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３９元，县 （市、区）财政补助为每人每年２１元。城

区 （含独立开展统筹的各类开发区）的财政补助由市、区两级财政负担，具体



分担比例由市、区政府自行确定。有条件的市 （州）、县 （市、区）可适当

提高财政补助标准。 

  继续坚持以家庭为单位自愿参加的原则，积极探索符合我省实际、农民群

众易于接受、简便易行的新农合个人缴费方式。继续推行参合农民连续缴费机

制，维护广大参合农民的根本利益，充分体现新农合制度的互助共济性质。 

  加大新农合政策宣传力度，确保２０１０年在乡常住农业人口参合率达９

０％以上。要认真核定农村低保对象和五保户，利用农村医疗救助基金，资助

这部分人群参合，确保低保对象、五保户参合率达到１００％。 

  三、调整新农合补偿方案，使农民群众更多受益 

  进一步规范统一全省的新农合统筹补偿方案。在全省范围内建立统一的 

“门诊统筹＋住院统筹”新农合补偿模式。科学、合理制定各县 （市、区）补

偿方案，实现住院统筹和门诊统筹的有效衔接。适度提高住院报销补偿比例和

封顶线，新农合的平均住院报销补偿比要达到５０％以上。要进一步完善大病
二次补偿机制，努力提高新农合基金的利用率。当年统筹基金结余控制在１

５％以内。 

  四、加大基金监管力度，确保基金安全有效运行 

  认真执行财政部、卫生部下发的新农合基金财务会计制度。从基金的筹

集、拨付、存储、使用等各个环节着手，规范基金监管措施，健全监管机制，

保障基金安全有效运行。新农合基金要全部纳入财政专户管理和核算，专款专

用。各级财政补助资金要及时足额到位，县级财政补助资金要在１月３１日前

足额到位；市级财政补助资金要在２月２８日前足额到位；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要在每年５月３１日前足额到位。要严格执行财政部发布的新农合补助资金国

库集中支付管理暂行办法，保证各级财政补助资金直接拨付到县级新农合基金

专户，杜绝新农合基金滞留、挤占、挪用等问题的发生。 

  五、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提高服务水平 

  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行为的监督管理，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要

逐步实行参合农民自主选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逐步简化或取消参合农民到县

以上医疗机构就医的转诊手续，方便参合农民在全省范围内各级定点医疗机构

就医。要进一步完善即时结算报销的服务方式，使参合农民在省内各级定点医

疗机构就医都能够做到 “当天出院、当天报销”，“在哪住院，在哪报销”。

要大力加强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卫生服务条件，提高服务能力，

确保广大农民享有便捷、可及、优质、高效、价格低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六、进一步加强经办机构能力建设，提高工作效率与效果 

  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建立和完善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妥善

解决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办公房舍，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设施，要将新农合



管理经办机构的人员工资及办公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保证正常开展工作的需

要。要加快推进我省新农合信息化建设，建立和完善新农合信息管理平台，逐

步实现新农合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的联网，实行网上审核、报销和信息传

输等。 

  七、加强协作，积极探索新农合与相关制度的有效衔接 

  加强部门配合，做好新农合与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在政策、技术、服务管理

和费用结算方面的有效衔接。在县级探索建立新农合与农村医疗救助相互衔接

的服务平台，实行新农合信息管理系统与民政医疗救助信息管理系统信息共享
和数据实时传输，积极推行贫困农民就医后在医疗机构当场结算新农合补偿和

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的一站式服务，简化手续，使医疗救助对象能够方便、快捷

地获得新农合补偿和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