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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生办： 

根据省局、市民生办关于改善民生的决策部署和市民生办《关于

开展 2020 年度民生工程绩效评价的通知》工作具体要求，市医保局

委托芜湖市凯帆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自 2021 年 4 月 22 日至

5月 17日对芜湖市 2020年度城乡医疗救助民生工程（以下简称“医

疗救助工程”）开展了绩效评价。本次纳入评价范围的是芜湖市 1 市 

1 县 7 区，即无为市、南陵县、镜湖区、弋江区、鸠江区、湾沚区、

繁昌区、经开区、三山区。被评价单位及其相关部门对所提供资料的

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现将绩效自评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总体情况 

 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 2020年实施 33项民生工程的通知》

（皖政〔2020〕17 号）、《芜湖市民生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0年全市民生工程工作要点的通知》（民生办〔2020〕5号）和《2020

年芜湖市困难人员救助暨困难职工帮扶工程实施办法之城乡医疗救

助》（芜医保〔2020〕53 号）文件要求，2020 年度将继续实施城乡

医疗救助民生工程。 

（二）项目绩效目标 

资助困难群众参保全覆盖，稳定实现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



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等制度保障范围。住院救助

和门诊救助应救尽救，以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为目标，最大限

度减轻困难群众医疗支出负担。 

（三）救助资金使用情况 

2020 年，我市医疗救助资助参保 18.6 万人，资助参保金额

4313.68万元，直接救助人次 14万人次，直接救助金额 1.22亿元。 

二、绩效评价结论 

（一）评价得分情况  

   经评价，芜湖市 2020年医疗救助工程项目绩效评价得分 96.44分，

各县市区得分及芜湖市综合得分如下表。 

县区名称 投入得分 过程得分 产出得分 效果得分 综合得分 

弋江区 20 26.5 25 25 96.5 

镜湖区 20 27 25 25 97 

三山区 20 26.5 25 25 96.5 

鸠江区 20 26 25 25 96 

开发区 20 24.5 25 25 94.5 

湾沚区 20 27 25 25 97 

繁昌区 20 27 25 25 97 

南陵县 20 27 25 25 97 

无为市 20 26.5 25 25 96.5 

平均分 20 26.44  25 25 96.44  

（二）评价结论 

绩效评价表明，芜湖市医疗救助工程项目管理整体情况良好，主

要表现在：一是组织机构健全，职责分工明确。医疗救助工作坚持属

地管理原则，实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制，由医保部门牵头组

织实施，民政部门负责低保对象和特困供养人员认定，扶贫部门负责

做好建档立卡救助对象确定，卫健部门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



财政部门负责医疗救助基金的筹集使用和监督检查；二是注重制度建

设、资金保障及使用管理。芜湖市制定《2020 年芜湖市困难人员救

助暨困难职工帮扶工程实施办法之城乡医疗救助》等管理制度，明确

救助目标、救助对象、救助范围等，列示救助申请、审批流程，强调

资金管理要求以及各部门协调机制；三是项目效益，通过问卷调查，

社会群众对医疗救助项目实施的满意度高。 

三、指标分析 

1.投入 

（1）项目立项 

根据《2020 年芜湖市困难人员救助暨困难职工帮扶工程实施办

法之城乡医疗救助》（芜医保〔2020〕53 号）和中央、省下达财政医

疗救助资金的绩效任务目标，为进一步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各县

市区结合实际制定了措施，与下达的绩效任务目标相匹配，设定的绩

效目标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客观实际的要求。 

（2）资金落实 

芜湖市项目依据统一标准分配专项资金，专项资金安排经过相关

的审批管理程序，符合规定要求。截至评价基准日，芜湖市项目中央

及省级补助资金基本到位并由省财政全部拨付至各县市区财政局。 

2.过程管理 

（1）项目管理 

①政策宣传。为进一步提升医疗救助政策影响力，通过各种途

径加强对医疗救助政策的宣传。主要采取以下方式方法：一是宣传相



关政策。印制医疗救助办理流程指南、政策明白卡等宣传资料，通过

组织宣传活动发放到群众手中；二是借助报刊、网络等媒体平台，大

力宣传医疗救助政策，将党的惠民政策送到千家万户，做到家喻户晓。 

②救助管理。我市城乡医疗救助相关数据通过政府政务网站及

时向社会公布，各县市区均按要求每季度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确保

广大居民可以及时准确了解到医疗救助最新动态。镇街救助人员均在

居委会、村委会公告张贴 7日。 

③信息平台管理。全市医疗救助对象人员信息实行日常动态管

理，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贫困人口综合医

保等信息共享，相关部门及时准确提供相关数据，实现“一站式”信

息交换和即时结算。 

④档案管理规范性。全市建立起了信息准确、数据完善的医疗

救助台账，实时掌握医疗救助基金收支情况。加强了医疗救助档案管

理，在电子档案基础上，建立完善纸质档案，确保个人救助档案中定

点医疗机构提供的费用结算清单、医疗费用凭证、出院小结等相关凭

证齐全。 

⑤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各县市区均在当地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

疗机构范围内，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确定医疗救助定点医

疗机构，并实行了委托合作协议管理。通过定期对定点医疗机构的检

查，查看救助人员档案材料，确保救助对象认定准确、救助资金计算

零差错、结算即时、信息资料完备。 

（2）财务管理 



芜湖市医疗救助项目资金专账核算、专款专用。医疗救助项目应

配套资金及时纳入了年初预算管理；资金支出手续齐全、原始凭证合

规；专项资金使用未发生弄虚作假，虚报冒领，贪污浪费，截留、挤

占、挪用项目资金等违规现象。项目县市区建立健全了项目资金管理

使用办法（或细则）或相关内控制度并严格执行，通过对医疗救助民

生工程工作开展情况和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不定期抽查，加强资金使用

管理情况检查，确保资金使用安全、管理规范。 

3.产出成果 

（1）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按年度目标任务，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开展医疗救助，资

助困难群众参保全覆盖,住院救助和门诊救助应救尽救，以保障困难

群众基本医疗权益为目标，最大限度减轻困难群众医疗支出负担，有

效缓解困难群众“看病贵”问题。 

（2）救助覆盖率 

按要求将全市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全部纳入救助范围，

做到了应救尽救。全市直接救助 14万人次、医疗救助资助参保 18.6

万人，均纳入救助范围，覆盖率 100%，做到了应救尽救。  

（3）项目完成及时性 

城乡医疗救助目标任务完成及时率达 100%。 

4.项目效益效果 

2020 年，城乡医疗救助民生工程的实施对我市困难人员家庭生

活状况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推动了我市社会救



助事业的发展。“一站式”结算更是给救助群众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绩效评价通过电话访问对项目受益群众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共抽查

262人，其中满意 254人，满意度 96.95%，社会公众对项目建设满意

度较高。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基础信息数据库的日常动态管理存在欠缺，不能做到部门

之间动态调整信息的实时传送。主要表现为低保户信息的动态调整不

能及时报送至医保部门； 

（二）存在申请资料填写不完整、档案未装订、附件不齐全的问

题。如：弋江区救助人员公示图片未附档案后，繁昌区救助档案中缺

少低收入家庭证明的附件材料，开发区救助档案未及时整理归档； 

（三）少数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存在过度用药、不合理收费的

问题； 

五、意见、建议 

（一）建议加强民政部门、扶贫办与医保救助部门的联动性，保

证信息及时传送反馈； 

（二）加强对档案资料的审查，确保救助申报材料完整，及时查

缺补漏； 

（三）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可定期让定点医疗机构反馈

医疗费用收支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