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基 层

“医疗救助卡”
助力健康扶贫

“动个这么大的手术，自己才花了 82
元钱，你们给发的这张医疗救助卡可真不
孬！”近日，在汶上县康驿镇东唐村王凤娥
家中，69 岁的王凤娥大娘和前来走访慰问
的镇包贫困户干部唐计贞聊起了家常。

王凤娥家中三口人，儿子吕秋会今年
38 岁，患有精神疾病，老伴吕秀明今年 70
岁，是村里的贫困户。自年初开始，王凤娥
老人的眼睛因眼疾愈发看东西模糊，因考
虑到家中经济困难，老人一直没有去医院
医治。在镇扶贫干部和村干部的走访中，
驻村干部多次耐心和老人讲解康驿镇卫
生院为老人发放的医疗救助卡对贫困户
的惠民政策，使老人终于前去卫生院医治
眼疾。在经过手术和 10 天的住院，经过各
种报销，最终，王凤娥老人自己只花了 82
元钱，眼睛重返光明又基本没花钱让王凤
娥很是欣喜。

为解决贫困家庭的实际困难，康驿镇
针对贫困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
题，在全镇特殊家庭和贫困户中开展实行
医疗救助制度。对该镇 1106 个贫困家庭
和计生特困家庭，建立联系人制度、开通就
医绿色通道，实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三个
百分之百全覆盖；为该镇 2256 名贫困人
员和计生特困家庭人员发放医疗救助卡，
持有该卡的救助对象在该镇卫生院就诊，
符合医保报销政策的费用（除药品、卫生
材料、医疗器械外）经医保报销后，个人承
担部分持发票和相关证明由镇卫生院全部
救助；并对 30 周岁及以上救助对象每年
免费体检一次。 记者 梁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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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心医疗 让群众感到暖心幸福
■本报记者 王雁南 本报通讯员 李小博

群众不出家门就能得到县级甚至是市级
医院专家们的诊断；产妇在家里坐月子，随时
都有医护人员来指导做记录；慢性病可得到
“长期监控”，身体不舒服、全家人的健康状
况，家庭医生都能给出贴心建议……谈起身
边的变化，家住阳光花城 57 岁的张元英有着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这一系列精准变化的背后，是鱼台县卫
计系统深化医改、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具体
体现。2017 年，为县卫计局的“医疗服务质量
提升年”，在县内各个医疗机构中，“改进服
务，提升质量”便成为共识，从细节入手，于细
微处得以彰显。人们惊喜地发现，一些多年存
在的老问题不复存在了：医疗卫生信息变得
对称，居民健康体检、诊疗信息、慢性病管理
和健康档案等逐渐完善，医疗、医药、医保等
信息得到系统整合……

服务新方式 免去百姓健康“忧”

“下这么大雨还来为我们服务，真是太谢
谢你们了。”“别客气，我们这次来主要是看看
产妇和新生儿情况。”近日，王庙镇卫生院妇
幼工作人员冒雨来到大场村谢晓红的家中进
行产后访视。为使全县每位产妇能均等、及时
接受到优质、贴心的产后访视服务，鱼台县 10
家镇街卫生院抽调公卫科妇幼医生，专门配备
电动四轮车，携带妇幼访视包，入户对产妇测
量血压、体温，并检查产妇刀口护理情况，查看
新生儿黄疸消退、脐带是否脱落或感染等基本
情况。目前，全县共进行访视 1万余人次。

针对 65 岁以上老年人这一群体，鱼台县
制定了免费查体方案。为确保查体质量，他们
淘汰旧设备，引进先进检验设备，对抽调的医

生、护士进行专门培训，并根据老人健康状况
将查体项目明确到人，印发免费查体证和查
体通知单。今年采取进村入户和在卫生院集
中查体的方式，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
对查体结果进行反馈，并指导他们根据自己
的健康状况摒弃不良生活习惯；对体检中发
现异常的老人，建议定期复查。

针对大众群 体， 鱼台县还推行 了
“1+1+1”个性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即
建立起一名全科医生、一名医生助理（护士或
其他卫技人员）、一名乡村医生组成的专科医
生团队。针对适合个性化服务包内容的贫困
人口、失独特殊家庭、老年人、高血压、糖尿
病、残疾人、0-6 岁儿童等重点特殊人群进行
签约。签约服务期间，医生助理通过手机
APP，输入居民身份证号或扫描身份证，居民
档案及健康情况一目了然，根据手机显示内
容，再为居民进行一对一的健康指导、合理饮
食等服务。鱼台县还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开
通“惠民医疗绿色通道”，急危重病人及老弱
孕残病人可随时就诊，持有居民健康卡的患
者可凭借检查报告上附有的“门票”直接享
受专家会诊，并享有检查用药及住院等优惠
减免。目前，已对全县 610 名持“惠民医疗
卡”的贫困群众累计减免费用 8万余元。

目前，全县各镇街卫生院均设置了国医
堂，每天到国医堂挂号求诊的患者络绎不绝，
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针灸、拔罐、推拿
等中医理疗服务。同时，国医堂在应用中医药
治疗、康复手段，结合现代疗法，对缓解肌肉
疼痛、偏瘫、脑瘫、颈肩腰腿痛等多学科疾病
进行康复、治疗，从而使患者达到少用药、多
康复、降低成本的目的。

鱼台县还落实了 12 大类 45 项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实行药品零差价销售，进一步
缩小了公共卫生服务的城乡差距。截至目前，

全县已建居民健康档案 41 万余份，建档率达
88%。全县 37649 名老年人接受了健康查体，
健康管理率达到 66%以上。建档立卡的农村
贫困人口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实现全覆盖，全县家庭医生签订服务
25040 份，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
60%以上，签约居民满意度达到 80%以上。

看病新模式 解决百姓“看病难”

“以前居民做 B 超或心电图，在仪器获
取检测数据后，都要由镇街卫生院医生自己
来诊断。可我们的水平毕竟有限，面对一些不
好确诊的病症，过去都建议患者去县里、或市
里的大医院找专家再诊断。”张黄镇卫生院
院长张祥介绍说。而现在再不用往大医院跑
了，可以通过互联网实时上传到诊断中心，
省、市大医院的专家在第一时间就会给出诊
断，在家门口卫生院就享受远程专家的诊疗
服务。

近年来，鱼台县医疗机构与省市级医院
协作，成立了 24 小时动态心电图及市级医院
远程会诊点，使诊断结果更精准、更有权威
性。基层卫生院携手大医院的这种“医联体”
服务模式，不仅服务事项得到扩容，有些检查
不用再到大医院进行排队挂号、排队看病，
“医联体”专家还会定期至基层卫生院坐诊，
让居民在基层卫生院享受专家级服务，真正
实现了 “看病就医不再难，专家就在我身
边”。今年 1至 9月份，心电远程会诊患者共
计 2834 人次，影像会诊患者共计 1137 人
次，病理检查 124 人次。

在现有设施基础上，鱼台县更新查体设
备、借助互联网，构筑辖区居民健康大数据，
率先启用了健康查体智能管理系统，实现居
民体检信息规范化、标准化。现在各医疗机构

实行的电子病历管理系统，将传统的纸质病
历完全电子化，有效提高了医疗质量和临床
医生工作效率，很好地减少了医疗差错。

为方便百姓，鱼台县还在 10 家镇街卫生
院全部实现预防接种门诊数字化，将儿童预防
接种证信息与预检、候诊、登记、接种、留观等
接种流程融为一体，通过语音呼叫、LED 液晶
屏、信息告知等方式，引导儿童家长完成预防
接种，真正实现了预防接种信息化管理，告别
以往怀抱婴儿排队等候的拥挤现象。在王庙镇
卫生院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家住古洼村的张
美丽正准备为孩子接种乙肝疫苗，她说：“真
是太方便了，通过手机就可以给宝宝预约接
种时间，了解疫苗常识，不用再多跑路了。”

分级诊疗是鱼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的又一重点工作。近年来，全县各镇街卫生院
与县直医疗机构上下联动、结对子，每月到对
口基层医疗机构固定坐诊 1 天至 2 天，负责
就诊患者的随访、诊疗、技术指导。县直医疗
机构对镇街卫生院上转的患者优先给予诊治
或安排住院治疗，并对各镇街卫生院的医务
人员开展集中培训和考核。

通过分级治疗制度的实行，完善上下联
动、对口支援、签约服务、政策引导等，逐步建
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上下联动”的就医
制度，形成“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
社区”的分级诊疗格局，解决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基层群众不必再舍近求远，在
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诊疗服务。

12 月 16 日，县人民医院的专家利用周
末时间正在张黄镇卫生院坐诊。刚走出诊室
的张大爷告诉记者，他患有高血压多年，但
长期吃一种药怕效果不理想，这不，经专家
诊断后，又给调换了药品，这下他心里踏实多
了，也省去了前往县城所需的路费和时间，特
方便。

专业志愿者
为居民健康问诊

12月 11 日上午 9
点，济宁医学院 15 名
大学生志愿者一早就
来到任城区仙营街道
秦庄社区仙西网格
室，为小区居民做免费
健康检查及康疗服务。
据了解，该活动已进行多
日，为辖区不少居民免费查
体，颇受居民欢迎。

“您的血糖偏高，以后要少
吃含糖高的食品，有时间再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检查一下，
也是免费的。”在现场，志愿者们一边忙碌着为居民做简单
体检，一边叮嘱。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免费体检活动吸引了
不少居民，以老年人居多，还有一些居民区的保安人员也参
与其中。在体检前，大学生志愿者会先为社区居民填写《居
民健康档案》，记录好基本资料，才开始为其进行量血压、
检查关节的内外科体检，同时接受居民关于冬季健康保养
及食疗保健的咨询。

第一个前来体检的是环卫工人刘大爷，志愿者一边为
他检查身体，一边向他分析检查结果，刘大爷听得很仔细，
还专门拿了纸笔记录。“这太好了，在家门口就可以体检，
还有人提醒、关心自己的健康。”当记者提对志愿者的贴身
服务是否满意时，刘大爷笑着伸出大拇指说道，“必须是
100分，为志愿者的服务‘点赞’。”“社区居民参与体检的
热情很高，我们也很乐意为他们服务。”志愿者张圣明说，
应广大居民的要求，该项免费医疗服务将定期开展，努力为
更多居民提供服务。

推着婴儿车的张大妈是小区内的保姆，带着小孩出来
散步时看到免费体检消息，便来到社区网格室。“本以为过
来凑热闹看一看，没想到体检的项目和咨询这么多又专业，
当然要参加了。”张大妈说，天天带小孩，个人身体的健康
也很重要。体检后知道一切正常，她安心地笑了。保安张大
叔在仙西小区工作近 8个年头了，本身就患有轻微高血压
的他一直都没去医院检查过。在志愿者的建议下，他表示将
积极配合药物治疗，同时也多锻炼身体，将病情遏制住。

仙西网格室负责人葛传梅介绍，对于已接受体检、发现
问题的居民，大学生志愿者们还会对其进行电话或者上门
跟踪服务，了解居民的生活习惯，引导他们实施治疗。

“从 11月中旬开始，每周末上午 9 点至 12 点，济宁医
学院的大学生志愿服务队都会来到社区免费为居民体
检。”仙营街道团工委副书记王新坡介绍，在短短几周的时
间，接受体检的居民就已超过 100人次。下一步，仙营街道
将以深入推广应用“爱心汇”积分制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志
愿者的组织和管理工作，继续深入推进城市文明形象推广
系列活动，提高志愿者组织的凝聚力和服务能力，以志愿服
务促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顺利开展。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葛传梅 宋松慧 摄影报道

签约家庭医生
服务特殊家庭

为给计生特殊家庭成员提供便利的就
医条件，提高他们的医疗保障水平，近日，
曲阜市书院街道计生办联合街道卫生院推
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在签约仪式上，市计生协会和街道计
生办工作人员向前来参加活动的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成员介绍了有关政策，签约后，街
道卫生院将为每一位计生特殊家庭成员建
立健康档案，每年免费查体一次，并享受
“三免三减三优先”的服务。

街道卫生院医护人员还为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成员做了检验血型、测量血糖、测量
血压等医疗检测，并送上了暖手宝、控油
瓶等温馨礼品。随后，街道计生工作人员
和卫生院医疗人员深入到部分村居，为未
能前来参加签约仪式的特殊家庭进行入
户签约，并为他们进行免费健康查体，送去
了礼品。

下一步，街道将为每个计生特殊家庭
专门配备一名家庭医生，免费为所有家庭
成员建立健康档案、提供全天候免费电话
咨询，每一季度为计生特殊家庭提供一次
上门医疗服务，对家庭成员进行必要的健
康检查，给予健康、预防、保健等方面的指
导服务，让特殊群体享受到党和政府的关
怀，全面提升群众满意度。 通讯员 孔宁

一根银针传承“工匠”精神
■本报记者 鲍童 摄影报道

12月 18日，在济宁市中医院针灸门诊
里，早上不到 7 点半，前来针灸治疗的患者
就已经站满了整间门诊室和治疗室。其中，
一位身穿白大褂、头发有些许花白的老中医
正在为患者们一一进行着针灸治疗。“我以

前腰间盘突出很厉害，几乎不能下地走路。
经过李大夫一段时间的治疗，还真治好
了。”说这番话的是靳大妈，她口中所说的
李大夫就是济宁市“十大中医世家”之一的
济宁李氏中医世家第三代传承人李书耀，对
针灸推拿颇有研究，医术精湛。

“我是李大夫的‘老病号’了，我二十
年前得了腰间盘突出，经过李大夫的针灸推
拿就治好了。现在年龄大了，身上好多地方
会经常的疼，一疼就来找李大夫给我针
灸。”年过八旬的侯传真嗓门洪亮，他说，他
的健康离不开李大夫的针灸推拿。他还告诉
记者，来找李书耀看病的病友大多是慕名而
来。“光我自己就介绍了十来个人找李大
夫。”侯传真说。

李书耀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祖父李
广远、父亲李诗杰都是济宁市的名老中
医。李书耀传承家族延续的中医精神，十
岁就开始了对中医的学习。“受家里的熏

陶，从小我就开始背诵汤头歌、药性赋、经
络巡行分寸歌等。”李书耀说，从小看到祖
父和父亲用家传医术治病救人，在耳濡目
染中，李书耀立志把这些家传的中医技艺
传承下去。现如今，李书耀也带起了徒弟。
尽管是家传的中医技艺,但李书耀并不保
守，愿意将这些技艺传承给学生们。李书
耀告诉记者，只要有人真心的愿意学习，
他都会毫无保留的把毕生所积累的经验
传授出去。

在 40年来的从医生涯中，凭着手中一
根根小小的银针，以及一身精湛的医术，李
书耀为无数患者解除了各类急、危、重症和
疑难病种，同时也获得了“济宁市十大知名
中医世家继承人”、“济宁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继承人” 等荣誉称号。在前不久举行的
“撸起袖子加油干、争做时代好工匠”2017
首届济宁工匠颁评选中，李书耀又获得“济
宁工匠”的称号。

进入冬季以来，天气日渐寒冷，
也进入各类慢性疾病高发期，曲阜市
尼山中心卫生院为精准扶贫户着想，
积极开展“健康扶贫，暖冬关爱”行
动，让精准扶贫户感觉到冬天里的温
暖。

这个卫生院向精准扶贫户发放
了《健康扶贫惠民优惠政策明白纸》
和《冬季预防疾病知识手册》，并利
用投影仪详细介绍各级政府和卫生
院对精准扶贫户在医疗卫生方面的
优惠扶持政策，以及冬季预防疾病的
保健卫生知识。随后，卫生院还为为
每位精准扶贫村民进行了肝功、肾
功、血糖化验检查，为每个精准扶贫
村民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并为每位患
有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疾病的贫困
户，免费提供药品，安排他们住院治
疗，专门为他们提供专项门诊、检查、
康复等服务，同时免除90%的医疗费
用；卫生院和村庄卫生所还与精准扶
贫户进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自“健康扶贫 暖冬关爱”活动
开展以来，卫生院已对全镇精准扶贫
户中老年困难群众进行了全面免费
健康查体，已筛查出精准扶贫慢性病
患者人员104人，到村庄开展送健康
查体咨询、送慢病治疗药品等各项服
务600多人次，为他们免费送药价值
达1万4千余元。

健康扶贫
暖冬关爱

民 生 速 递

进 社 区

“气排球之乡”的老年乐

在嘉祥县，活
跃着百余支气排
球队伍，无论是
在县城内还是在
农村地区，气排
球活动已成为该
县全民健身运动
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近日，中国老年
人体育协会印发通

知，第三批“全国老年气
排球之乡”出炉，济宁市的

嘉祥县、潍坊市的青州市在列，这
是山东省首次摘得该项荣誉。

气排球是一项集运动、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群众性体育
项目，因其运动适量、不激烈，男女都可以混合进场参与。如
今，气排球受到越来越多老年朋友的青睐，丰富了老年人生
活、健康了老年人身体。

据了解，气排球在嘉祥县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参与
项目的健身人数越来越多。特别是创建“全国老年气排球
之乡”以来，嘉祥县把创建工作定位为提升嘉祥对外形象、
落实健康嘉祥战略的重要举措，将气排球列为全民健身运
动会项目之一，举办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比赛和交流活
动，还先后承办了全国、省、市气排球比赛，并在各类气排球
选拔赛、邀请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目前，全县 13 个镇街全
部成立了气排球专项工作委员会，每个镇街驻地也都组建
了 2 至 3 支气排球队，全县气排球队伍近 100 支，气排球
场地 132 片，拥有气排球教练员 172 人、裁判员 63 人，经
常参加气排球活动的人数达 3200 余名。

记者 鲍童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王雁南
本报通讯员 曹天一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