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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今天就能去医院拿药了！”刘大

妈仔细端详着手里的大病证，非常激动

又有点不敢相信似地说。

  “都说得等好几天才行，这不当天就

行了。不明白的爱乱说！”刘大妈像有

意对工作人员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大妈，这叫急事即办特事特办！”

工作人员微笑着对刘大妈说。

  刘大妈今年 80 岁，是个高龄医保参

保人了，家住郊区的一个小山村。看上

去她的身子骨还挺好，眼不花耳不聋，但

患有糖尿病、高血压。中秋节前，她在市

区医院住了一个月院，出院时医生叮嘱

要按时来医院拿药，坚持服药。出院后，

村里的街坊邻居都到家里来看望她，老

人们天南海北地闲聊着，好像一个月的

光景周边发生了很多新鲜事似的。聊着

聊着，有的突然问：“哎，恁办了大病证没

有？现在这个病国家给报销不少钱！”

  “上哪儿办？”

  “市民大厅。叫恁儿赶紧上城里去

办办，得好几天才能办下来。”

  中午吃饭的时候，刘大妈去了儿

子家。

  “西屋恁三婶儿说，咱得赶紧到城里

去办个大病证，国家给报销不少钱。”刘

大妈跟儿子说，“说是到市民大厅办。”

  “嗯，好，过个三两天我抽空去办办。

你把出院那些材料都找好。”

  刘大妈的儿子在山上弄了个果园，

现在正是下果上市的忙季，天天靠在

果园。

  三天过去了，也没见儿子到家里来

拿办证的材料，刘大妈心急，就来到儿子

家，儿子正平躺在床上。

  “咋躺起来了，果园里忙完啦？”

  “哪忙完了，昨天搬运果子时一脚踩

空了，把腰给扭伤了，不敢动弹。”

  “不仔细！这得歇多长时间？”

  儿子知道娘话里的意思。

  “用不几天就好了。等轻点我就去

给你办。”

  “伤了腰可不是小事，得好好休息，

不要急着动弹。”刘大妈心里却暗暗

发急。没事她就在街头坐着，碰到年轻

人，她就问，要办个大病证得怎么办？

  “拿着出院的那些材料，自己上市民

大厅办行了。”

  “当天就办下来了？”

  “恐怕不行，怎么得个三五天吧。”

  “不费事，拿着材料上大厅，人家就

给办了。”

  刘大妈心里有了底儿。她寻思着儿

子的腰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于是就来到

儿子家，叫儿子在村里给她雇个车，说她

自己也能去办，都打听好了。

  第二天，刘大妈又来到儿子家，问儿

子给她雇车没有。

  一连两天，刘大妈上午催，下午催，

一会儿急起一会儿。

  没办法，儿子只好给她雇了个车，嘱

咐司机费心照看一下，叮嘱母亲拿好出

院材料。

  司机把刘大妈送到市民大厅门口。

刘大妈进了大厅，大厅地面锃亮发光，映

得她眼花缭乱，一下子觉得不会走了。

门厅服务人员赶紧迎上来，问她办什么

业务，把她领到医保窗口前。

  “大妈，您要办什么业务？”工作人

员热情地望着她。

  “俺要办个大病证，前一阵子俺住院

来，糖尿病、高血压。哎，老了净毛病。”

  “您带的材料呢？来，给我看看。”

  刘大妈从一个帆布袋里拿出一个红

塑料袋，从里面拿出一叠材料，递给了工

作人员。

  工作人员逐页翻看着，“大妈，再把

病历、检查报告给我。”

  “报告？什么报告？人家医院就给

了这些东西。”刘大妈又赶紧补充说，“俺

是真住院来，都住了一个月，糖尿病、高

血压。不信恁问问医院。”

  “大妈，我知道您真住院来，但是材

料齐全了才能办证。”工作人员解释说。

  “俺都带齐了，这都是医院给的。”

  工作人员知道跟大妈解释不明白，

就问：“大妈，您能记着儿子的电话号码

吗？”

  刘大妈从衣兜里掏出“老人机”，拨

弄了一阵儿，找到了儿子的号码。

  工作人员拨通了刘大妈儿子的电

话，详细告知还缺的材料。说完了，不放

心，又在纸上把缺少的材料目录写下来，

叮嘱刘大妈拿好带回去交给儿子，前前

后后忙活了 20 多分钟。

  回到家里，刘大妈就把纸条给儿子

送了过去。儿子让媳妇赶紧对照着去整

理材料。儿媳妇说，这几天果园大流忙

过了，她去给办吧。刘大妈赶忙说，不

用，不用，恁还不一定懂来，俺还是自

己去。

  过了两天，材料都弄齐了，该复印的

也都复印了。刘大妈赶紧带着进城，这

回进了大厅比上次熟络了。

  刘大妈把材料交给工作人员。厚厚

的一大摞，得有 15 厘米厚。

  工作人员一页一页仔细翻阅着。

  刘大妈心里不踏实，问：“俺今天就

能拿到证了吧？”

  “大妈，按照正常程序，得 5 天。”“哦，

还得 5 天啊。”

  工作人员把材料全部看完了，说：

“大妈，材料都齐了，这下就可以办了。”

  “嗯……”刘大妈欲言又止。

  针对刘大妈的年龄和情况，工作人

员又和刘大妈聊起来，核对还有没有符

合的病种。

  刘大妈急了起来：“俺没有其他毛病，

光这个毛病就够了，俺今天就该去医院拿

药了。”

  “今天就要拿药？”

  “出院时医生给开了药单，嘱咐要按

时到医院拿药按时服用。可今天还拿不

到证！”

  “大妈您先别急。”“能不急嘛！”刘大

妈更急了。

  工作人员微笑着说：“好，大妈，别急，

您先等会儿。”

  工作人员想，刘大妈的事正符合“三

办”原则，赶紧给窗口主管领导打电话。

  原来，区医疗保障局为了提高办事效

率，更好服务群众，推出了“三办”原则：对

于符合条件办理的门诊大病人员第一时

间受理，即时审批“抓紧办”；对于缺少材

料的人员指导整理收集材料“帮着办”；对

于符合条件急需使用的人员“即时办”。

这种从实际出发，从细节入手，灵活办事

的人性化服务，赢得了群众认可。

  主管领导很快就到了窗口，现场进一

步了解了刘大妈的实际情况后，当即批示

现场办理、即时发证。

  很快，工作人员将大病证办好，交到

刘大妈手中。

  刘大妈喜出望外，饱含眼泪说：“谢谢

领导，谢谢你们，真是帮了俺大忙儿。俺

今天就能去医院拿药了。俺雇了车，俺赶

紧去拿药！”

  “大妈，不用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

的。您赶紧去吧，路上小心点！”

  回到村里，一连几天，刘大妈都沉浸

在喜悦和激动之中。走街串门，办证的事

成了主要话题。刘大妈逢人就说，现在老

百姓办个事儿可不比以前了，好办，办事

的热情。小山村本来就不大，没几天刘大

妈进城办证的事就传遍整个村子。

  80 岁老太敢进城，特事即办当天成。

刘大妈成了小山村的传奇！

刘大妈办证记
┮ 朱万志

“我与医保的故事”征文比赛获奖作品选登
社社会会组组二二等等奖奖

（一）没有支付能力，医保管
  周末我正在眼镜店里等着拿刚刚配

的老花镜，一对父子走了进来。从进门

的一刹那这位年轻的父亲就不停地瞅

我，我望向这张脸，除了似曾相识，什么

也想不起来。待我接过眼镜要走时，他

笑嘻嘻地走向我：“大姐，您是某某医院

医保科的吧？还记得我吗？”

  在他的叙述中我想起了他家的故

事。五年前他的爱人被刚刚入厂打工的

小青年用摩托车载着一起回家，不幸发

生车翻致使颅脑严重脑损伤。负有责任

的小青年筹借一万元再也没有出现，寻

到他的安徽老家，家里穷得叮当响。夫

妻二人把老家父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全

都借遍了钱，一期住院的手术治疗费用

就花了 19 万之多，这个眼前笑嘻嘻的男

人那时是愁眉不展天天跑我们医保科。

大约半年的时间，他拎着法院出具的对

方无支付能力的判决书，以及医保局准

予报销的同意书，来我们科，最终报销了

近 15 万之多，含着热泪离开的……时间

过得真快啊，转眼五年了！

  “大姐，是国家拯救了我们整个的家

庭，我爱人目前在家可以自理，简单的家

务都能做，我儿子马上要上高中了！这

一切真得是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咱

医保啊！”

（二）找不到肇事者，医保管
  朋友要去菏泽支教了，临行时说你

们几个的电话号码我都留给爱人了。放

心吧，大哥，有事我们定会跑在前头。大

哥走了不足一个月的早上，正在刷牙，嫂

子哭哭啼啼的电话来了：“我妈出事了，

已经被 120 送你们医院急诊科……”

  火速赶到医院，大哥的娘输着液，医

生正在给她检查，还没有清醒。随行的

一个女士说，她躺在水果摊前，摊子老板

说被一个电动车撞倒的，我认出是我的

老前辈，我工作时大姨还没退休……

  经过半个月的治疗，大哥的娘出院

了，警察查了监控，最终也没找到肇事逃

逸者，嫂子也气不过在出事的路口问询

了几次行人最后也作罢。

  半年后警察出具了相关材料，去医

保局进行了报销，报销金很快就到账了。

大哥一家很是感恩医保：虽然肇事者欠

我们的，但医保给了我们安慰和保障。

（三）异地治疗，医保管
  两年前我 80 岁的父亲从老家过来避

暑，每天晨起都能听到他的咳嗽声。我

带他去医院一检查发现肺癌伴转移，办

理入院粒子植入治疗，电话联系参保地

备案。出院时医保顺利结算，总花费五

万，报销近两万。父亲很是知足，记得当

时他说：“我一个老百姓还能享受国家这

么便捷的医保报销，一下子给报销这么多

钱，这在几年前想到不敢想啊！”

（四）网上转诊，一转一年有效
  提起朋友峰峰，心痛无比。这个特殊

的 2020 年里，峰峰一家人撕心裂肺地难

受。从今年五月至今，他被诊断出肺动脉

肉瘤，这么个罕见的疾病，辗转在北京的

几家医院，安贞医院、肿瘤医院、胸科医院

等，家在青岛医保在青岛，网上转诊在同

一个参保地，有效期一年。当我告诉他们

这个消息，他的妻子心里踏实了不少，家

里老弱病残，谁来跑腿办理？这下好了，

在青医附院开一次异地转诊单，在北京几

家医院的治疗就不用担心了。

（五）校园意外伤害不用愁
  小高晚自习下楼梯不慎摔倒致伤，被

老师和同学送到医院急诊科处理无需住

院，只产生了门急诊费用，不住院担心不

报销。第二天医保工作人员电话告知我

们此类情况报销需要带的材料，小高知道

后激动不已。小高的父母在外面打工挣

钱不容易，一家人都表示非常感谢医保。

医保就在身边
┮ 范爱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