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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神木医改之后，全国两百多家媒体蜂拥而至。

　　本书是对神木全民免费医疗改革的全面纪实报道。

　　全国这么多县，为什么神木给人们解决医疗、教育、养老三大难题带来希望？

　　这一切，从“老县官”、神木医改的设计者郭宝成的执政理念说起：
　　把钱花在民生上
　　我可以少拿点钱，多搞点政绩工程，我修一个大桥修一个广场，我的GDP也增长。
说实话，我不需要做秀，我快到我告老还乡的年龄了，还需要给谁做秀啊？
当然我做的这些事如果算起来，都是政绩工程，但不是形象工程，这些钱花在民生上，看不见摸不着
，但这是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收益。

　　坚决给小商贩们出路
　　我一再给税务机关讲，我说一个卖西瓜的老太太卖瓜子的老大爷，你到他们那收什么税嘛，你工
商局在那收什么管理费嘛，丢人。
抓大放小，把小的放开，搞活了，搞大了，咱们再去收税。
刚开始摆个摊子，就又是税又是费，那就弄不下去了。
这是个执政理念的问题。

　　煤老板们被“共同致富”
　　我把矿上的大小股东召集起来开会，我说，煤价涨得太快了，你们现在赚钱了，就应该给这11个
村有所回报，这样，这11个村的村民，每一个人一年要给1吨半煤，白给。
老板们抱怨，你们也把我们杀得够狠啊。
我说，现在仇富心理，是个现实。
虽然当年乡矿集体产权民营，法律程序都到位，程序上没有问题。
但现在补偿这事就这么定了，必须得这么执行。

　　正是这样一位老县官带着他的班子克服了种种困难和阻力开创了医改新局面。
精彩故事尽在本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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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文轶，资深媒体人，猫扑网总编辑。

　　2001-2010年任《三联生活周刊》资深主笔，擅长社会经济类题材和区域生态经济的观察报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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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做官：13位中国官员应对危机之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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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8年6月的一次神木县委常委会议上，郭宝成首次对几个月来的调研结果和费用预测作了通报。
他看到有些人很吃惊。
直到此时，神木的常委们才真正得知，这个免费医疗的力度会如此之大。
郭宝成对有些茫然的属下们说：“前不久公布的县域经济排名中，我们完成了从国家级贫困县到全国
百强县的跨越，从目前发展态势来看，我们的发展潜力还十分强劲，推行这个工作的经济基础已经具
备。
城乡合作医疗的成功推行和新县医院的建设，我们在管理和设施上的条件也具备了。
”他要打消所有人的疑虑，虽然大家都明白更大的疑虑在哪。
回到医改的技术层面，神木为当地人的免费医疗支付了高出国家平均水平三倍多的补助标准。
这项旨在通过“免费医疗”这个杠杆，撬动财富分配和社会公平再造的公共财政计划，真正执行起来
比设计要更困难。
如何杜绝公共资源不受节制地滥用？
如何将公共福利的实现纳入一套规范严密的程序之中？
在目前医疗系统这个利益环节环环相扣的领域，医院、医生、病人、政策设计者、政府监管者之间的
博弈几乎无处不在。
2008年3月以来，神木医改在求解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一边提供着公平和福利，一边生产着误解和麻烦
。
混乱和反击为了避免病床紧张，原本计划2009年1月1日实施的“免费医疗”政策推迟了3个月——政府
在等待县医院的搬迁完成。
从2009年3月份起，拥有神木户口的干部职工和城乡居民，只要参加了城乡居民合作医疗和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将享受近乎免费的住院起付线报销制度。
① 免费医疗的开始还是在神木县引起了短暂的混乱，所有定点医院在片刻平静之后就出现了爆满，以
致政策设计者不得不给一家原本在“定点医院”名单之外的民营医院开了绿灯，将它增补吸收进公共
医疗体系中。
政策执行机构“全民康复医疗办公室”对无序迅速给予了回击。
一个拿着别人“合作医疗证”前去看病的冒充者被揪了出来，那个受牵连的不幸家庭将面临着被吊销
“医疗证”、免除“免费医疗”福利的严厉惩罚。
“免费医疗政策刚刚推行的前几天，神木县平静异常。
”免费医疗政策启动的当天，张波当时去医院调查，竟然没有发现拥挤无序的现象。
“是这里医疗供给过剩了，还是我们的调研出了问题？
”张波回忆，“这的确是我当时的疑问。
”调研并没有出任何问题。
政策设计者预计的高峰在2009年3月底4月初出现了，同时出现的，还有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况：病床
满员率高居不下，慢性病挤占病床，急性病则要排队住院，医疗欺诈也出现了。
高峰期，神木就诊人数比去年同比增加30%，“全县医疗资源前三甲的医院：县医院、县二院和电力
医院都病床全满，不得不在走道上加了不少病床。
”白枝堂说。
连规模最小的民营社区医院麟州医院的住院统计表也显示，2009年4月31日，内外科入院数达到107人
，超出医院最大容量7人。
县城康复办出具的统计资料则显示，2009年3月份县内医院的门诊量比去年多了一半，到4月，神木需
住院的病人超过3万，尽管2008年政府投资1亿多元修建了陕北一流的新县医院，已经全力接诊。
但是该县所有医院的病床，加起来还不到2000张。
尽管这顿“免费午餐”出于美好初衷，制度设计也极近理想，但与此同时，那些医疗系统的旧问题照
样在新制度下沉渣泛起。
从郊区农村赶来的患者好几天等不到床位，医院边的旅馆因此生意红火了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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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民营医院的办公室主任说，床位最紧张的时候，县城内最好的一家医院，需要给医生200元的红包
才能入院。
而“医患关系”似乎也并未能在1.3亿的财政埋单后得以缓解和消除：医院人手不够，有的病人等待一
天仍不能得到治疗，就把医院的护士当成出气筒，大骂公共服务的质量低劣。
更让人不安的是，“免费医疗”实施两个月后，一些欺诈者被发现混迹其中。
政府的反击则更像是一场制度和农民式智慧相结合的运动。
2009年6月2日，在神木县医院，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被发现病历和医保证不符。
“病历上写的是8个月，但合作医疗证上却是一个四岁半的小孩。
后来我们专门去病房看，发现是8个月的婴儿冒用别人的医疗证，这笔费用就不能报销。
按规定，出借‘合作医疗证’的小孩一家都要被取消医保资格。
”县医院结算处负责人宋平（化名）说。
这只是神木医改实行以来发生在医院的几例冒充者之一。
“康复办”需要弥补这一漏洞并强化免费医疗系统上的安全程序。
“结算处”是通向免费医疗的第一道关卡，也是各个医院进行身份控制、费用控制的第一道防线。
办理出院费用结算的病人或家属，需要携带一套厚达几十页的病历、合作医疗证、户口本、身份证，
接受结算处的第一道审核。
按照不断修订的《神木县免费医疗实施办法》，医院对查证是否冒充参保人员负有责任。
其监管奖惩一章的第一条就是：“身份证件审查不严，将外籍人员列入全民免费医疗范围的”医院，
将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则取消定点资格。
第二道防线是驻扎在各个定点医院的合作医疗办公室干部。
详细审核住院病人的病历是这些政府干部每天的新工作。
“住院时间比较长的病人是查看重点。
”县合作医疗办公室干部张艳芬分管县医院的审查工作，她每天需要审核的资料包括每个病人的黄色
牛皮纸病历袋里的所有资料。
“诊断证明、住院病历、长期医嘱单、户口、合作医疗证复印件、医保基金缴费证明、病人住院费用
清单，这些全都要看，”张艳芬回忆道，“全部核对，才能排除作假可能。
”“审核的重点是住院病历和长期医嘱单。
前者有医生用两页篇幅详尽写明的病人的症状，需要住院的理由，后者则标明了病人住院每一天的医
护注意事项和用药量。
审核员们的专业都是临床医学，这保证他们能从一套病历繁杂琐碎的医嘱中看出端倪。
”张艳芬只是神木为此次免费医疗政策派驻在医院的众多干部之一，神木县康复办在每个定点医院都
安排了两个以上的核查人员。
这个在某些制度架构上全面复制西方国家免费医疗模式的“神木模式”一旦发现设计漏洞，仍然要采
取这里人最拿手的群策群防的人海战术去弥补，在监管上面，神木“免费医疗”耗费了极为庞大的人
力成本。
相比之下，民营医院麟州医院的自查办法更像是“土法炼钢”。
这家入选“定点医院”的办公室主任杜民建说，每天医院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会根据当天的入院登
记表，去病床前核对每一个新入院的病人与其医保证上的资料相片是否相符，并听其口音是否是神木
县人，每通过一个就在名字前画一个小圆圈。
“康复办”是这一流程上最终的把关者。
他们负责抽查所有审核过的病历，有时候，张波也会亲自参与。
张波回忆起他从一份病历中看出医生乱用抗生素的经历：“那是个年轻医生，他解释说病人吃药后会
产生强烈胃酸，抗生素是为了中和胃酸。
这是瞎讲！
我懂医，该不该用这种药，他们瞒不了我。
”针对困扰他们很久的“慢性病”挤占病房资源问题，一种被称为“门诊定额报销制度”的制度在实
践中被发明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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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制度参考了一些东北和南方城市的做法，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
”张波介绍说，“康复办”出面组织专家评审团，测算出各类慢性病每天普通药品的服药量，比如高
血压，一天的用药金额大概为10元，一个月为300元，一年需要的普通药品总量为3600元。
“医院收到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患者后，可向合疗办提出申请，申请累积到十几二十份的时候，由
康复办出面，召集专家评审组开会，审核这些申请病人的病历资料，确定是否属于需要长期用药的慢
性病。
如果通过审核，这些病人可以持医保证，每年年底去合疗办领取3600块的长期服药补助，实现在家治
疗。
”就在“看热闹”的人把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这个县城时，神木病床供不应求的状况到2009年4月中
旬已经奇迹般地得到缓解了。
麟州医院的入院统计表显示，到2009年5月31日，麟州医院的在院人数下降为60人，仅为高峰期的一半
。
“康复办”的反击初见成效，而卫生局局长白枝堂将其分析为一个自然消减的过程：“一个多月的时
间基本释放了这个县城边远地区农民长期积压的住院需求，一部分只是想享受免费医疗这个‘便宜’
的市民也发现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免费午餐，400块起付线已经超出了很多感冒发烧等常见小病的费用上
限。
”但在2009年5月份，制度设计者的隐忧并未被完全消除。
一位在神木行医40年的诊所医师任鹏兰说，是不久前神木的一场久违的雨减轻了空气中的扬尘，并缓
解了这个毗邻毛乌素沙漠的地方要命的干燥，从以往经验来看，这会大大减少一些季节性病人。
另外，节气也帮了这个县城的忙，“4月农忙季节到了。
因为这边冬天寒冷，大量停工的基建项目开工时间也是从4月开始”。
张波因此一直暗中担心，等到秋收结束，农村的看病大军是否会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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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对地方生态的观察、对单一事件中人情事故的复杂味道的嗅知，我极为着迷，这也是神木吸引我的地
方。
这个复杂的医改决定，完全不是那些不了解这里的人自以为地理解的“一场炒作”，或者是“一次决
定性的变革”。
过度贬低和过分歌颂都是不负责任的，这却是人们容易犯下的错误。
神木干部进行了医改制度的框架性思考，并为之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神木医疗改革是全国性医改实验的重要参考坐标，他们的经验无疑是值得尊重和敬佩的财富。
我要通过这本非虚构作品，为神木画像，也为诸多改革派干部画像。
我希望这不是一张令人感到平面和寡淡的脸谱。
最苦的还是闷头写作的过程。
我2010年供职于一家互联网公司千橡集团后，许多精力都用于千橡旗下的猫扑内容的构思和品牌的重
塑。
猫扑是国内一个久负盛名的互联网社区，它以互联网流行文化发源地的角色而闻名，但近年来遭遇到
了新传播时代崛起的新对手，其中也包括它的兄弟：千橡旗下另一著名SNS网站人人网。
在用户创造内容的新潮流下，作为传统内容生产者，如何为媒体带去新意，如何整合新媒体的产品经
验和传统媒体的内容经验，这对我是一次充满实验性的挑战。
我尝试用更多新闻属性赋予社区话题，尝试用新的运营手段和内容去测试网络传播的关键点。
我主导了猫扑产品形态重构的思考和设计，还参与了一个基于人人网的全新SNS（社会性网络服务）
网站“车问”的发起和论证。
这样一来，留给我写作这本书的时间就少得可怜了。
我只能利用少有的休息时间来写作，所以无奈地一再拖延交稿。
在这里向我的编辑泽阳女士深深致歉。
这一年，几乎所有的双休日，我都在离家不远的一家星巴克里度过，我失去许多陪伴儿子玩耍的时间
，也向他道歉。
这样的非全职写作大大增加了这项工做的艰巨性，每当我通过周末两天的适应刚刚进入写作状态时，
星期一又要强迫自己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投入到工作中去。
也许它会给这本书的连贯性留下不少遗憾。
本书的部分内容曾刊登于《三联生活周刊》杂志。
实际上，这个选题始于2009年6月份，当时我的主编朱伟先生派我去完成这个封面报道。
而和我一起去神木采访的合作者，正是我的妻子陈晓女士。
这是她由《中国新闻周刊》“转会”《三联生活周刊》后参与的第一个封面报道。
在神木的时间很快乐，我们一起突破采访对象，一起在神木的街头喝啤酒、吃烧烤，把旅行、采访和
对知识的共同探究“三合一”了。
我总在想，这大概是难以复制、令人羡慕的经历。
值得欣慰的是，该报道曾在2009年底获得腾讯网第二届“影响中国年度华语传媒盛典”年度调查报道
提名奖，而这篇报道，也就是眼前的这部作品的雏形。
本书之成，要真诚感谢许多人的帮助。
在我被神木县宣传部的干部拒之门外的时候，一名县委秘书处的干部替我把采访的要求带给了郭宝成
，他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一名读者，这帮我实现了在神木的首次采访的突破。
虽然我已经记不太清这位秘书的名字了，但对他的热情和理解，我心怀感恩。
神木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贺和平也在我采访初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后来遇到那些去神木采访的同行向我索要当地干部联系方式时，我总向他们推荐贺和平先生，这一定
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
神木医改的中枢机构“康复办”的主任张波先生是医、药管理经验均很丰富的卫生系统干部，也是因
为这个，他被郭宝成选为这次医改的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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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专业和敬业精神令人尊敬。
他对神木县的基础环境作出的精准描述，是我们真正了解这个地方的开始。
和过去的所有采访一样，《三联生活周刊》的副主编李鸿谷先生是我最重要的业务交流对象，他的思
考对我完成整个报道结构有很大帮助。
他一直是我的老师和挚友。
非常感谢参与此次报道拍摄的周刊摄影记者张雷和蔡小川，也感谢图片总监商园，我的出版的几部作
品中的照片都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还要感谢的，是我在千橡公司的两位导师：江志强先生和唐智晖女士。
没有他们两位在工作上给予我的支持，我可能连周末用于写作的时间都没有。
和我过去媒体圈的领导和朋友不同，我相信，他们的经验和智慧有助我进入人生的另一个空间。
最后要特别致谢的，是这本书的主角：神木医改的设计者郭宝成先生。
尽管在这本书中我始终以旁观者的眼光看待他和他推崇的事业，但我能感受到，他有着异乎常人的意
志和品格，有令人无法捉摸、喜怒无常的一面，也有追逐世俗名利的自我的独特方式。
从我个人的情感出发，我更乐于认为他是一位称职的“老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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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神木,做个幸福的中国人》：1.南有小岗村，北有神木县。
小岗村解决吃饭问题，神木县解决老百姓的医疗、教育、养老问题，是当下中国人幸福感与安全感的
焦点问题。
这不只是官员郭宝成和神木县城的故事，也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故事。
它还透露着某种未来的信息：少数人的财富，如何成为多数人的福利？
2.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神木模式具有可复制性。
到2010年，神木模式推行一周年，卫生部部长陈竺公开肯定说：“我觉得百强县肯定做得到，而且我
认为，实际上是前三百到四百强的县（注：约占全国1/5的县，覆盖2-3亿人口），大概都做得到。
”“全国只要花6%财政收入就可解决看病问题”。
3.作者是资深媒体人，进行了深入实地调查。
猫扑网总编辑、前《三联生活周刊》主笔朱文轶实地调查，面谈神木“全民免费医疗改革”设计者、
“老县官”郭宝成长达20多个小时，遂成此书。
“我记录下来的都是最为可靠的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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