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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 南

6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2024年重点工作任务》，

提出因地制宜学习推广三明医改经验。

这是继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1年、

2022年重点任务后，国务院办公厅再次

发文深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

三明医改为何能得到国家层面如此肯

定？“三明医改表面上看是解决了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的问题，本质上则是一场民生领

域的革命，实现了药品回归治病功能、医生

回归看病角色、医院回归公益性质、医改回

归健康价值，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健康保

障。”福建省医疗保障局首任局长、三明市

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詹积富说。

作为全国医改“样板”，从2012年开

始，地处福建西北部山区的三明市以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为切入点，市、县、乡、村统

筹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

实现了患者、医生、医院、医保基金等多方

共赢。2021年 3月 23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三明市沙县区总医院视察时指出：“三

明医改体现了人民至上、敢为人先，其经

验值得各地因地制宜借鉴。”

一场“逼出来”的改革

三明市作为全国首个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经验推广基地，其医改成果却是

一场“被逼出来的改革”。

2012 年三明医改正式启动前，这座

山区小城正面临医保基金“穿底”的风

险。2010年，三明市职工医保统筹基金

亏空达 1.43 亿元，2011 年亏空扩大到

2.08亿元。一方面，医保基金长期收不抵

支、财政无法兜底；另一方面，百姓看病

贵、医生收入低等难题亟待解决，改革势

在必行。

2011年8月，此后成为三明医改首任

“操盘手”的詹积富，从福建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副局长任上调任三明市政府副

市长。当时三明的医药卫生管理架构是

“九龙治水”，医疗、医保、医药分属不同的

副市长管辖。

2012年1月，三明市成立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括15

个部门，由詹积富任组长。三明市委市政

府领导充分授权时任副市长詹积富，统一

分管医疗、医保、医药工作，统筹协调“三

医”联动改革，避免多头管理。

三明医改初期，国内医药流通环节药

价虚高等乱象频发。三明以治药控费为

先手棋，通过治“乱”挤压药品耗材虚高水

分，使其回归治病功能。

从2012年2月起，三明市针对药品耗

材流通领域乱象，在全市范围内推行医院

药品耗材零加成销售、执行“两票制”、实

行“一品两规”、集中带量采购，对“疗效不

确切、价格很确切”的重点药品使用情况

实时监控，严控大处方和过度诊疗，降低

大型设备检查化验收费。三明全市药品

价格和医疗费用在医改后实现“断崖式”

下降，医保基金入不敷出的问题得到有效

解决，连续多年结余。

医改取消了药品耗材销售加成，医

院和医务人员的收入会随之减少，怎么

办？三明市借助治药控费腾出的改革空

间，系统推进医药、医疗、医保“三医联

动”，通过“腾笼换鸟”理顺医疗服务价

格，先后 11 次调整医疗服务收费标准

10379项，逐步提高体现医务人员劳动价

值的医疗服务收入等阳光待遇，让医生

回归看病角色。

年薪制可谓是三明医改的核心。2013

年开始，三明市22家二级以上医院实行院

长年薪制和医生（技师）年薪制，2015年又

将在职在岗的护理、药剂、行政后勤人员纳

入目标年薪管理。实行全员目标年薪制后，

医院工资总额由2011年的3.82亿元增加

到2022年的20.44亿元；医生平均年薪由

2011年的5.65万元提高到2022年的20.11

万元。其中，主任医师年薪达到城镇在岗职

工平均工资水平的5倍，进一步增强了职业

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县域医共体是三明医改中重要的一

项探索。2016年起，三明医改步入“以健

康为中心”的新阶段，即组建县级总医院，

担负起全县（市区）居民健康的总职责。

在当年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

小康，要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

2017年底，三明全市12个县（市、区）

全部建成总医院。总医院以县医院为龙

头，将县域内所有县、乡、村公立医疗机构

整合为一体，建成一个利益共享、责任共

担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现了人力资

源、医疗业务、财务制度等八个方面的统

一管理。同时，形成县、乡、村三级一体化

卫生健康服务网络，共同成为群众健康的

“守门人”。

在此基础上，三明市还实行县域医保

基金“双打包”支付，把医保基金按年度、

按县域、按人头包干给各总医院，实行“超

支不补、结余留用”。同时，引导医院和医

务人员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

心，把健康宣教贯穿于治病的全过程，实

现“让群众不得病、晚得病、少得病，医护

人员一样拿高薪”。

从一个地级市的自发实践上升为国家

战略，三明医改无疑是一场顶层与基层不断

互动的改革。2017年3月24日,在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三次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明医改方向是正确

的、成效是明显的，要注意推广。”

步入三明市沙县区总医院门诊大厅，

“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的标语格

外引人注目。2021年 3月 23日，正在沙

县总医院实地了解医改惠民情况的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

指标，健康是1，其他是后面的0，没有1，

再多的0也没有意义。”

作为一场系统性、全链条改革，三明

医改统筹科学设计了“整治以赚钱为中

心、回归以治病为中心、建设以健康为中

心”三个阶段的改革顶层方案，目前正在

建设以政府办医责任体系、医疗保障服

务体系、健康管护组织体系、健康绩效考

核评价监督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全

民健康保障体系，为全民提供基本健康

保障。

今年4月 13日，《三明日报》发表詹

积富、刘春署名文章《建设新时代全民健

康保障体系的三明实践》，以详实的数据

总结出三明医改的六项改革成效：“百姓

得实惠，医务人员得鼓舞，医院收入结构

得优化，基金使用效益得提升，医疗卫生

资源利用效能得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得

提升。”

詹积富说，“管好医院户头、斩断药品

抽头、激励仁心笔头、用好基金寸头、减少

病人床头、延长健康年头，这是三明医改

始终不变的改革脉络。”

示范效应不断显现

如果说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是三明

医改的出发点，那么主动介入群众健康管

理，让医改回归健康价值，则是三明医改

的着力点和精髓所在。

2012 年以来，三明医改以生动的实

践收获了一连串荣誉和成效，也同时印证

了医改的广度、深度和难度。

2014年4月，三明被确定为第二批公

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2017年

8月，三明被确定为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国

家级首批示范城市。

2016年7月，三明在全国率先成立医

疗保障局。2018年5月，国家医疗保障局

正式挂牌成立，成为三明医改经验被国家

模式借鉴的一个例证。

2021年2月，三明获批国家首个全国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推广基地。

2019年 11月和 2021年 10月，国务院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两次印发

通知，明确进一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

深化医改，知易行难，三明这座曾经的

医改“孤岛”却从未止步，为全国深化医改树

立了“样板”，成为中国

医改的一面旗帜。

今年6月14日，国新

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

风会，介绍《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 2024 年重点工作任

务》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

委副主任李斌在会上表示，“三明

医改经验是在长期改革实践中探

索、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得起理论

推敲和实践检验。”

此前的5月23日，国家卫生健康

委在江苏省盐城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推广福建三明医改经验”有关情

况。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

传司副司长米锋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将推广福建三明医改

经验作为深化医改的重要抓手，指导各地

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学习借鉴福建三明医

改经验。”

学习三明医改经验，福建省内首先交

出答卷。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主任杨闽红表示，

三明医改取得明显成效的关键，就是坚持

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强化部门协同，针

对“三医”领域的矛盾问题，打出了纠治医

药流通混乱、理顺医疗服务价格、创新医

保支付方式、完善医院运行机制等改革

“组合拳”。福建不断将这些方面的成熟

经验转化为全省政策举措加以落实。

各地因地制宜推广三明经验，改革示

范效应不断显现。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体改司副司长

薛海宁介绍，在省级层面，福建、浙江等省

份已经全面推开改革，地市层面涌现出浙

江湖州、江苏盐城、河南周口、湖南湘潭、

湖北宜昌、贵州遵义等一批推广三明医改

经验的典型地市。

“目前，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都制定了学习借鉴三明经验实施方案，

并且结合实际进行落实，形成学先进、赶

先进，比学赶超、互学互鉴的良好氛围。”

薛海宁说。

““被逼出来被逼出来””的全国医改的全国医改““样本样本””

作为全国医改“样板”，从2012年开始，地处福建西北部山区的三
明市以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为切入点，市、县、乡、村统筹推进医疗、
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实现了患者、医生、医院、医保基金等
多方共赢。

图为市民在三明市沙县区总医院疾病管理中心咨询办理业务。 本报记者 丁 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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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

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水平全方位

提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

绝对贫困历史性消除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持续奋斗，到2020年底

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

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消除绝对贫

困的艰巨任务。

●近年来，我国毫不放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2021~2023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

实际增长8.2%，快于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

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2013~2023年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超

1.4亿人，城镇调查失业率除2020年、2022年受

疫情影响外，其他年份均保持在5.5%以内。

●持续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我国农民

工总量从2012年的2.63亿人增至2023年的

2.98亿人，脱贫人口务工规模稳定在3000
万人以上。

●拓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空间，畅通发

展成长路径，强化就业服务、职业指导、就业见习，

累计有260万名高校毕业生奔赴基层一线。

人民生活水平全方位提升

●居民收入稳步增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 2012 年 的 16510 元增 加 到 2023 年 的

39218元，年均实际增长6.2%，快于同期人

均GDP增速0.5个百分点。其中，2023年，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1691元。

●城乡居民生活品质不断提升。居民每百户

家用汽车拥有量从2013年的16.9辆增加到

2023年的49.7辆，服务性消费支出在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从39.7%升至45.2%。

●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目前，

我国覆盖城乡的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日益完

善，建成公共图书馆超3300个，乡镇影院银幕

超过1.2万块，近20万家农家书屋提供数字

阅读服务。所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综

合文化站和90%以上博物馆免费开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于 7 月 15 日至 18 日在京

召开，其中主要议程是深入分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

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

式现代化广阔前景。为迎接这一盛事，本报近日刊发

系列改革评论，聚焦改革热点，畅想盛会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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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鲜奶共富工坊是以的鲜奶共富工坊是以““社区党组织社区党组织++公司公司++基地基地++门店门店””模模

式运营的一家集鲜奶加工式运营的一家集鲜奶加工、、体验体验、、销售于一体的共富工销售于一体的共富工

坊坊。。游客和市民在这里不仅能看书游客和市民在这里不仅能看书，，还能近距离了解现还能近距离了解现

代化牛奶生产线运作代化牛奶生产线运作。。鲜奶工坊帮助周边鲜奶工坊帮助周边3030余人实现余人实现

家门口就业家门口就业，，带动社区集体的增收模式从单一的租金收带动社区集体的增收模式从单一的租金收

入变为入变为““租金租金++分红分红++提成提成””的多元经营性收入的多元经营性收入，，促进企业促进企业

增效增效、、集体增收集体增收、、百姓共富百姓共富。。图为建德市更楼街道更化图为建德市更楼街道更化

社区的居民在鲜奶共富工坊的书吧内品尝刚生产出来社区的居民在鲜奶共富工坊的书吧内品尝刚生产出来

的鲜奶的鲜奶。。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徐徐 昱昱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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