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成效在实践中持续显现。
如今，全市乡村卫生室、药店、民
营医疗机构等地，均按照“五统
一”建设标准进行规范：统一悬挂
标识、统一设置专区（柜）、统一采
用双标签公示药品价格、统一进行销
售价格承诺、统一公布监督电话，并
配备集采药品和开展人员培训。

在城中区解放北路桂中大药房
（北站店），“国家集采利民生 百姓
受益看得见”的展架格外醒目。展
架显示，该店 13个品种已执行集
采价，18 个品种参照集采价自主
惠民降价，最高降幅达 88.59%。
市民覃女士说：“以前要去医院排
队购药，现在在药店就能以同样价
格买到，方便多了。”店长钟求凤
介绍，该店共有 28 种集采药品，
部分药品价格降幅明显，以高血压
常用药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为例，
价格从 43.41元降至 9.80元，降幅
77.42%，药店供应的药品医保报
销比例与医院一致，不仅缓解了医
院接诊压力，为患者提供便利，药
店客流量也有所增加。

我市聚焦“小切口”，推动医
改实现“大突破”。“村医平板”搭

载药库管理功能，乡镇卫生院与村
医平板实现药库联通、库存同步、
线上调拨、账实相符，形成药品流
通闭环管理。截至今年 2月，全市
896家村卫生室实现集采药品、医
保结算平板电脑 100%覆盖，11家
民营医疗机构主动选用集采药品，
形成“公立 + 民营”协同发力的
格局。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

“购药+报销”一站式服务，2022
年至 2024 年，累计减少群众购药
支出2800万元。

此外，基层管理实现从“人工
盘点”到“数字赋能”的升级。市
医保局通过信息化管理系统，可实
时查看全村卫生室药品库存和使用
情况，管理效率大幅提升。而村医
也能通过平板电脑查询集采药品调
拨和库存记录，定期盘点，做好进
销存核对。

从大山深处的村卫生室到繁华
市区的定点药店，从公立医疗机构
到民营医院，我市集采药品“三
进”工作用一个个生动故事诠释医
保惠民初心，书写医保惠民的温暖
答卷。

（罗妙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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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能买药 医保即时结算
——看柳州集采药品“进基层、进药店、进民营医疗机构”工作改革的“破”与“立”

市医保局工作人员下乡指导村医使用平板电脑。（市医保局供图）

老村医仔细记录使用平板电脑进行医保结算的操作步骤。
（市医保局供图）

近日，柳南区洛满镇顶建村卫生室村医
韦忠燕为 61岁的谭姓村民上门送药。患有高
血压、糖尿病且行动不便的谭姓村民，以往
每月都需家人陪同到市区取药。如今，村医
不仅提供上门诊疗送药服务，还能通过平板

电脑现场完成医保结算——4种药品、28天的
用量，该村民仅花费 11.4 元。这一暖心场
景，正是我市推进集采药品“三进”（进基
层、进药店、进民营医疗机构） 工作的生动
写照。

小小药片，承载着大民生。日前，自治
区医保局调研组深入我市村卫生室、定点药
店、民营医疗机构等基层一线考察后，对我
市集采药品“三进”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调
研组认为，柳州通过创新机制、构建长效体

系，不仅显著降低了群众用药负担，更探索
出医保惠民新路径，形成了可复制推广的

“柳州经验”。这项走在全区前列的民生工
程，成功的关键在于“破立并举”：既精准破
解难点，又创新建立机制。

我市位于桂中腹地，因独特
的山地地形，村屯分布极为分
散。调研数据显示，全市超 70%
的村卫生室与乡镇卫生院之间的
车程超过 30 分钟。在 2019 年集
采药品落地前，基层群众面临

“购药远、选择少、负担重”的
用药困境。

以柳南区洛满镇洛村为例，
当地乡镇卫生院虽配备部分慢性
病药品，但品种极为有限。覃姓
村民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每月
到市区三甲医院购药，往返耗时
2 小时，此外还要承担额外的交
通费用，长期下来经济与时间成
本负担沉重。这也折射出集采药
品在基层“覆盖难”的严峻现
实。

在药品供应环节，各类主体
也面临重重阻碍。零售药店方
面，一名药店负责人直言：“集
采药品利润微薄，一盒药利润仅
有几毛钱，销售积极性严重受
挫 。” 在 利 润 驱 动 的 市 场 环 境
下，集采药品“进药店”举步维
艰。

民营医疗机构同样深陷困
境。柳州二空医院执行院长黄华
说，过去采购集采药品必须采取

“先款后货”的模式，医院每年
都需垫付大量资金用于药品采
购，这对医院的资金流造成巨大
压力，显著增加了运营成本，使
得集采药品“进民营医院”困难
重重。

监管层面的短板也不容忽
视。乡镇卫生院普遍存在专业监
管人员短缺的问题，同时智能化
监管手段应用不足，难以对村卫
生室的用药情况开展全面、实时
的动态监管。药品储存条件是否
达标、用药是否规范等关键信息
难以精准把控，导致集采药品

“进基层”后的监管存在盲区。
集采药品“覆盖难”“落地

难 ”“ 监 管 难 ” 等 问 题 相 互 关
联、层层叠加，如同锁链般紧紧
束缚着药品供应的“最后一公
里”，不仅影响基层群众用药的
便捷性与可负担性，还制约着医
药改革惠民政策的有效落实，亟
待解决方案的出台。

面对重重困境，我市以破局
的勇气和创新的智慧开启医保改
革之路。

早在 2015 年，我市便率先
探索“互联网+医疗健康”模
式，为基层村医统一配备平板电
脑，并安装医保结算系统。村医
可通过平板电脑随时随地为参保
群 众 提 供 医 保 结 算 服 务 。 到
2018 年 ， 这 一 便 民 举 措 实 现
市、县、乡镇、村四级全覆盖，
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诊时可直接享
受医保报销，彻底告别先行垫付
报销费用的历史。

2019 年，我市积极响应国
家及自治区政策，集采药品的采
购和使用在我市落地。我市迅速
响应，财政、卫生健康、医保等
多部门协同联动：财政部门划拨
专项资金配备平板电脑；卫生健

康部门统筹信息化硬件改造；医
保部门研发“村医通”落实系统
建设，实现医保即时结算，让老
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改
革红利，减轻群众的医疗费用负
担。

柳南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玉
艳华说，2019 年，该局克服重
重困难，争取到 7万元专项资金
推进“互联网 + 医疗健康”服
务体系建设，让近 10 万名群众
在村卫生室购买到集采药品并实
现医保即时结算，打通农村医疗
卫生服务“最后一公里”。

2020年 4月，全市启动村卫
生室移动平板电脑系统全面改
造，在原有医保结算功能基础
上，新增集采药品管理、门诊特
殊慢性病人员归档及报销等功
能。

市医保局以关键举措精准破
题，书写医保惠民新答卷。

2022 年，我市获批成为全
区唯一的集采药品惠民便民机制
创新改革试点。为精准对接群众
用药需求，市医保局组建专项调
研团队，深入全市偏远村寨，全
面摸排用药需求、药品配送渠道
及医保结算数据；同时走访医药
配送企业和连锁药店总部，为改
革明确方向。在集采工作推进过
程中，市医保局紧密跟踪进展，
鼓励村卫生室和药店根据实际需
求自主选择药品供应，实现供需
精准匹配。

为确保集采政策落地见效，
市医保局同步强化宣传培训，大
力开展“送培下乡”活动。通过
集中授课、现场演示和一对一指
导等多样化培训方式，帮助基层
医务人员快速掌握集采政策要点
及智能设备操作技能。经过系统
培训，村医们不仅熟练掌握了集
采药品使用规范，还主动为行动
不便的患者提供上门送药服务，
真正实现“政策入户、服务到
家”。

三江侗族自治县八江镇平善
村 74 岁的老村医杨宝胜亲历了
这场医保改革。2020 年，年近
七旬的他在专家的培训下，初次

接触平板电脑操作。为熟练掌握
平板电脑操作流程，他将每个步
骤详细记录在笔记本上，甚至开
关机、屏幕滑动等基础操作都认
真记录。杨宝胜感慨道：过去，
村民买药需前往镇里药店，部分
独居老人常因行动不便面临断药
困境。如今，依托集采药品和便
捷的医保结算系统，村民在“家
门口”就能买到质优价廉的药
品、及时规范用药，既节省了交
通费用，又保障了健康。

筛选适配的集采药品品种是
破解基层用药难题的关键。为
此，市医保局双管齐下：一方面
与药品配送企业建立协同机制，
发挥本土企业优势，强化终端配
送服务；另一方面探索多元化回
款方式，优化流程确保按时足额
回款。通过“两手抓”，保障基
层群众便捷购药。目前，全市已
构建“城市中心仓+县区局域
点+乡镇卫生院”三级配送网
络，将偏远山区药品配送时间从
3至 5天大幅缩短至 1至 2天。柳
州二空医院执行院长黄华说，目
前，医院国家集采药品品种占比
达 40.5%，采购成本下降 28%，
实现了患者减负、医院结余留用
的多方共赢。

梗阻难通：集采药品“三进”困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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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破局：信息化打通“神经末梢”2

精准破题：机制创新激活“一池春水”3

民生答卷：看得见的幸福改变4

市民在市民在““家门口家门口””的药店就能买到集采药品的药店就能买到集采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