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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常卫复〔2024〕第 77 号

关于对常州市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提案
第 0394 号的答复

蔡正茂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指令性院前急救医疗保障任务的

补偿机制的建议》收悉，经调研，现答复如下：

一、医疗保障现状

2023 年 1 至 12 月，我委共接受市级政府部门下派重要领导

保障、重大会议、老干部参观学习活动等医疗保障等任务 63 项，

参加保障人员 199 人，保障人天数 330/（人天）；商业或行业保

障 30 余次，参保人员 80 余人，保障人天数 126 人次，常州市 120

医疗急救中心，2023 年共承担医疗保障任务 78 项，派出保障车



组 252 车次、520 人次，较 2022 年增长了 30%。均安排委属相关

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圆满完成保障任务。

二、医疗保障困难

（一）增加医务人员工作量。各委属三级或三甲医院，本就

工作繁忙，较多的医疗保障工作影响日常运行，医疗保障任务多

数都是安排医务人员利用休息时间来额外承担此项工作，而繁重

的医疗保障任务让医院医务人员、急救人员疲于应付，还需要准

备各种急救药品。

（二）医疗保障收费标准偏低。目前我市“重大活动医疗保

障服务费”标准为 200 元/每车/每小时，此收费标准为 2015 年

市医疗急救中心根据《关于规范我市救护车收费管理的通知》（常

价医〔2015〕37 号）内容制定的。此标准远远低于省内及省外其

他城市，如南京市为医疗保障时间在 4小时以内的，按 1200-1600

元/次的标准收取，超过 4小时的，每超过 1小时，按 400 元/小

时的标准加收费用；宁波市为救护车使用费 2000 元/4 小时（平

时），3500 元/4 小时（节假日），医务人员费用另算。

（三）无偿类医疗保障及应急演练较多。每年上级安排的指

令性的无偿类医疗保障及应急演练约占总保障任务的近 40%，而

参与保障的急救人员补助则由院前医疗急救机构或保障车组所

属的医疗机构自行承担，负担较重。

三、下一步打算

（一）规范管理，扎口接收保障任务。制定出台重大活动医



疗保障相关管理办法，并对重大活动进行分级管理，明确申请重

大活动医疗保障的流程和收费标准。各级院前医疗急救机构统一

接受来自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的保障任务需求，做好重大活动

的医疗保障工作。因救护车资源紧张，需明确实施重大活动医疗

保障的适用范围。

（二）完善制度，分类处理政商保障。大型活动、重要会议

和视察检查一般都是涉及党和国家利益的政治任务。医疗保障任

务的完成质量，直接影响到活动和会议是否能够顺利进行、是否

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应建立财政投入机制，进一步完善经费补偿

机制。呼吁社会各方关心重大活动的医疗急救保障工作、关爱医

疗保障人员，形成全社会了解、支持、参与医疗保障工作的良好

氛围。

（三）多措并举，保障医务人员待遇。明确费用来源，参照

周边市域待遇标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任务流程和收费标准，大

型活动或重要会议等重要项目，建立财政经费补偿机制，按照“谁

主办谁负责”的原则，提出保障部门负责费用补偿，为指令性保

障任务提供保障。

下一步将联合财政，会商相关保障细则，做好医疗急救单位

预算编制工作，继续为单位业务开展及日常运行提供资金保障。

医院内建立医疗保障相应保障机制，保证必要的工作任务，保证

相应休息，予以补贴。同时，“重大活动医疗保障服务费”实行

市场调节价管理，由急救中心根据成本等制定救护车每车每小时



收费标准和人员收费标准等，以合同的形式明确双方的责任与义

务和收费，并报医保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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