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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卫生计生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要求在基层开展中医药健康服务。这既说明了国家
对中医药事业的重视，也说明了中医药健康服务的重
要性。为了提高城乡居民的健康素养，增加报纸的可
读性，本版开设《中医故事》《解读中医》《中医院传真》
等栏目，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

邮箱：757206553@qq.com 电话：（0371）85967262

长垣县：

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瞄准“三医联动”
本报讯（记者刘 旸）近年来，

长垣县依照“基层首诊、双向转诊、
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
制度要求，全面调整体制机制，建
立县域紧密型医共体，推动“三医
联动”（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
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能力明显
提升。在 1月 16日召开的 2018年
全省卫生计生工作会上，长垣县在
医改领域的探索成为会议代表热
议的话题。

长垣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改
革障碍，推动分级诊疗。长垣县成
立了以县长任组长的深化医改工
作领导小组和县级公立医院改革
委员会；研究通过《长垣县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全力
推进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相继
制定《建设紧密型县域医疗服务共
同体实施方案》《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实施方案》等 12 项改革配套方
案，全面启动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
设工作。

长垣县健全体制机制，确保改
革实效，确保双向转诊畅通。全县
明确建设模式，按照“纵向合作、横
向竞争、双向选择”的原则，长垣县
人民医院、长垣县中医院、河南宏
力医院等 3家二级医院与 18家乡
镇卫生院分别组建 3个医共体；遵
循“统分结合、政府监督”的原则，
建立医共体人事、财务、资产等管

理体系，科学界定县域医共体内部
管理职能；完善运行机制，先后制
定《县域医共体章程》《县域医共体
双向转诊实施细则》等规章制度，
成立医共体理事会，增设医共体办
公室、双向转诊办公室等科室，进
一步明确医共体内各成员单位的
工作职责与分工。

长垣县盘活医保资金，激发改
革活力，力保支付到位。全县深化
医保支付改革，实行覆盖范围、筹
资政策、保障待遇、医保目录、定点
管理、基金管理“六统一”的医保政
策，推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按人
头付费、按床日付费、总额预付等
多种付费方式相结合的付费方式；

加强医保资金统筹，医保资金拨付
医管办统筹管理，对 3个医共体实
行按人头付费为主的总额预算，各
医共体内实行按人头总额预付包
干，超支部分由医共体牵头医院承
担，结余部分由县、乡、村三级医疗
卫生机构按 6∶3∶1的比例分配；规
范临床路径管理，确定县级牵头医
院122种、乡镇卫生院50种收治病
种目录，明确县级医院 41 个下转
病种和 15 个康复期下转病种清
单，出台 60 种签约医生基层常见
病就医转诊指南，县级 123 种、乡
级 98种按病种付费病种数全部录
入医保系统实施。

目前，通过县域紧密型医共体

建设，长垣县“三医联动”分级诊疗
得到落实，医疗费用得到了有效控
制，医保覆盖面明显扩大，服务能
力显著提升。

下一阶段，全县将在医共体内
进一步促进人才流动，开通医共体
内医师多点执业备案绿色通道，鼓
励县级医院技术骨干和优秀管理人
才下沉，持续提升基层管理能力和
服务水平；进一步实现精细化管理，
建立县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真正
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医疗卫生
信息互联互通；进一步促进资源共
享，以县级3家公立医院为主体，组
建县级医疗集团，整合医疗资源，促
进各医疗卫生机构融合发展。

洛阳市西工区

成功创建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本报讯 （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仝 群）

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下发《关于公布
2016~2017年度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建设评估和复审结果的通知》，洛阳市西工区
被确定为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为西
工区再添一张“国家级名片”。

洛阳市西工区自2014年成功创建省级慢
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以来，在此基础上深入
开展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创建工作。

近年来，洛阳市西工区高度重视慢性病

综合防控工作，将健康理念融入各项公共卫
生政策，强化“政府搭台、部门配合、全民参
与”的慢性病防控政策导向，投入专项经费，
开展专题讲座、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等一系
列工作，目前已经建立了健康主题公园4个、
健康步道 5 条、健康餐厅 5 个、健康社区 16
个、健康学校5个、健康单位9个、健康自助检
测点32个。

洛阳市西工区卫生计生委根据“健康
西工”建设的要求，积极构建慢性病“防、

治、管”融合发展的服务体系，积极倡导健
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强化个人健康责任意
识，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和自主健康管理
能力。

通过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创建工
作的深入开展，当地居民对慢性病的认识程
度显著提高，健康支持环境明显改善，“三减
三健”（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
重、健康骨骼）行动效果初步显现，居民的幸
福指数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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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讯员张 娜）“自从
我签约了家庭医生，只要按预约时间来就诊，不
用排队就能看病！”近日，家住安阳市文峰区紫薇
大道的刘老先生和老伴儿张老太太在紫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就诊时，一边说一边竖起拇指。

原来，67岁的刘老先生患有高血压病、糖尿
病等，由于行动不便，每次去看病都费时费力。
自从签约家庭医生以后，刘老先生再也不为这件
事发愁了。他不仅能免除每次看病时的挂号费，
还能享受上门服务，参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免
费体检等。

据了解，文峰区卫生计生委大力推进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工作，使城乡居民享受到了连续性的
健康管理服务。文峰区以宝莲寺镇卫生院和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
为载体，组成以“一位全科家庭医生、一位公共卫
生服务人员、一位护理人员、一位社区卫生计生
管理员或乡村医生”为核心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团队，为签约服务提供技术支撑；借助辖区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与辖区居民空间相距最近、互相联
系最紧密的便利优势，充分发挥“互联网+”等医
疗信息化技术手段和平台作用，提升家庭医生的
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探索建立居民养老与家庭
医生关联机构，不断提高家庭医生团队建设和服
务水平，为社区“防慢病、看小病”提供最基本的
医疗服务保障，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截至目前，文峰区共建立92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
签约12702人，开展服务10126人次。

睢县发放大病保险
补助金177万元

本报讯 （记者赵忠民
通讯员马 雷）近日，按照睢
县卫生计生委安排部署，
全县 23 家乡镇卫生院的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为
473 名罹患大病建档立卡
贫困群众发放大病保险起
付线降低50%补助金177万
元。

睢县在推进健康扶贫
工作中，结合本地实际，探
索创建了防、服、减、保“四
位一体”健康扶贫模式，出

台了“两免四提一降一补”
优惠政策。“一降”就是大病
起付线降低50%。降低50%
的补助金 3750 元全部由政
府埋单，并由乡镇卫生院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采取
入户发放的方式送到贫困
户手中。

在发放现场，尚屯镇娄
马头村的贫困户娄某激动
地说：“党和政府的政策就
是好。我走路不方便，医生
就把钱送上门。”

本报讯（记者丁宏伟 通讯员阮
红全 黄 芳）近日，汝南县卫生计生
委认真谋划 2018 年的卫生计生工
作。

汝南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探索开展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医院法
人治理结构改革；强化医联体建设及
远程会诊，远程会诊占院外诊疗率的
90%以上；大力推进医养结合产业发
展，全面落实卫生健康扶贫政策，控
制医疗费用增长；要求各牵头实施部
门和机关科室积极主动与上级主管

业务部门对接沟通。
汝南县充分利用“互联网+”优

势，全方位、多角度地宣传2018年卫
生计生民生及重点工作；完善项目信
息网上公示制度；加强民生工程实地
走访活动，营造群众积极参与支持的
良好氛围，进一步提高群众的知晓率
和满意度。

按照民生工程目标管理的要
求 ，汝 南 县 各 卫 生 计 生 民 生 工 程
责任单位（科室）要建立健全各项
卫 生 计 生 民 生 工 程 考 核 机 制 ，并

加 大 督 查 力 度 ，将 各 项 督 查 结 果
纳入年度考核范围；要查进度、查
质量、查问题、查效果，及时发现
问题，及时整改问题，变被动为主
动。

汝南县积极做好 2018 年卫生
计生医疗扶贫资金测算，确保配套
资金足额到位和及时拨付，保障各
项目实施资金需要；推进医疗扶贫
资金管理精细化、科学化，严格实
行专账管理，切实提高资金的安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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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灸神针医百病，德艺双馨
传四方。”近日，镇平县人民医院康
复科收到患者房女士送来的一面
锦旗，她对医师魏伟的妙手仁心高
度赞扬。

半个月前，房女士因为左侧口
角歪斜、流口水伴左眼闭合困难在
镇平县人民医院就诊。魏伟给予
针灸、拔罐治疗法，调整其面部选
穴，科学配伍，在保证疗效的前提
下，简化用穴，避免面部产生过多
针斑；在面部闪罐过程中，减少留
罐时间，增加闪罐频率，在增加疗
效的前提下。保证患者面部整洁，

减少面部损伤。经过治疗，患者左眼闭合自如，歪斜情况
不复存在。

房女士见人就说：“镇平县人民医院环境好，疗效好。
这里的医生服务态度更好。”

这是镇平县人民医院成立康复科以来，运用针灸、拔
罐、刮痧、中药敷贴、熏蒸等中医药适宜技术为群众提供传
统保健和养生服务的结果。

近年来，新乡市委、市政府结合
实际，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建立解决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长效机制，为
全市贫困群众脱贫提供健康保障。

树立目标

2017 年，全市共有 90 多个村
庄、4万多名贫困群众脱贫。除了
这些人外，新乡市还有8.7万多名
贫困群众。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
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落。
新乡市推出健康扶贫工程，目标明
确——让2016年以来全市建档立
卡贫困群众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看得上病。

具体而言，新乡市贫困群众医
疗保障水平有效提高，贫困群众

“参保”个人缴费比例降低，大病保
险种类更加完善，大病救助更加有
力；对已核实核准的大病、慢性病、
重病贫困患者实行分类分批管理、

分类施策、精准救治、动态追踪，实
现贫困患者个人支付总费用报销
比例大幅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服务体系建设全面加强。到
2020年，新乡市贫困群众县域内就
诊率达到90%，建立解决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长效机制，有效避免贫
困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

创新工作思路

根据统一要求，新乡市建立了
市级、县级健康扶贫数据平台，对
贫困患者进行集中摸底排查，建立
电子健康档案，实行数据库精细管
理。目前，健康扶贫数据平台已经
与全市扶贫智慧平台成功对接，实
现数据共享，形成健康扶贫数据系
统，为分类救治奠定了基础。数据
每年更新一次，有助于工作人员对
治愈患者和新进患者的信息精准
掌握。

针对健康扶贫工作，新乡市向

公众尤其是贫困群众宣传健康知
识。县、乡、村建立健康扶贫日常
宣传工作机制，提高贫困群众的自
我保健意识，增强防病治病基本技
能，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康生
活方式，降低疾病发生率。

为了破解贫困群众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难题，新乡市实施了“三
个一批”专项行动，即大病集中救
治一批、慢性病签约服务管理一
批、兜底保险和大病救助保障一
批。

另外，新乡市还推出了以下措
施：严格控制基本医疗支付范围外
费用比例，完善“一站式”结算和

“先诊疗、后付费”制度，贫困患者
只需在出院时支付自付医疗费用；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
设，实施“五个一”标准化建设；加
强贫困地区医疗卫生专业人才培
养，年度指标范围内对贫困县不设
限额；开展“市带县、县连乡”对口

支援和结对帮扶活动，组建医疗联
合体，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在
原来确定的22个病种基础上，增加
慢性肾小球炎、重症肌无力、甲状
腺机能减退症、肝豆状核变性、肺
间质纤维化、干燥综合征、骨髓异
常增生综合征、心脏瓣膜置换和冠
状动脉搭桥手术等，并纳入医保报
销范围；简化门诊慢性病审批鉴定
程序，在个人申报的基础上，乡镇
初审、县医保中心审核批准后即可
享受慢性病报销待遇；筛选农村地
区发病率较高的高血压病等12个
病种，由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按
路径指导用药；贫困群众个人自付
费用30元由两级财政分担，签约居
民在基层就诊时，不再收取挂号费
和一般诊疗费。

整合资金

从 2018 年起，贫困群众参加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每人每年

个人缴费 30 元，剩余费用由县
（市、区）统筹资金解决，确保参保
率达到 100%。这一点，新乡市封
丘县的做法值得赞扬。封丘县不
再让贫困群众负担这30元，180元
参保费全部由财政负担。

重症残疾人怎么办？新乡市
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重症残疾
人集中托养工作，依托乡镇卫生院
建立重症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所
需费用由“县级财政列支一部分、
相关部门整合一部分、社会各界捐
赠一部分”。

此外，新乡市完善残疾人康复
救助机制，实施 6 岁以下听力、智
力、脑瘫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的
康复救助。贫困群众全部落实免
费婚前医学健康检查、孕前优生检
查、孕早期出生缺陷检查、叶酸增
补、住院分娩补助、新生儿计划免
疫等服务项目，以降低出生缺陷
率。

新乡市建立贫困群众健康保障机制
本报记者 常俊伟 通讯员 张红丽 郭明清

本报讯 （记者张志
新 通讯员郭永伟）1月13
日，由周口市卫生计生委
主办、周口市中心医院
承办的周口市呼吸衰竭
中心和周口市呼吸衰竭
中 心 联 盟 举 行 揭 牌 仪
式。周口市中心医院等
22 家医院成为周口市呼
吸衰竭中心首批联盟成
员单位。

据了解，呼吸衰竭是
呼吸系统疾病的常见危
重症，也是各种疾病终末
期常见表现之一，及时识
别、规范合理救治是改善
呼吸衰竭临床转归的关
键。周口市呼吸衰竭中
心和呼吸衰竭中心联盟
成立后，将充分利用优质
医疗资源，通过优化流

程、合理分工、通力协作，
实现呼吸衰竭合理救治，
快速推进新医改和分级
诊疗的普遍开展。

当天，参加揭牌仪式
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教授宋元林对周口市
创新性成立呼吸衰竭中
心和呼吸衰竭中心联盟
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
评价。他说，周口市呼吸
衰竭中心和周口市呼吸
衰竭中心联盟的成立，是
对呼吸衰竭合理救治、区
域协同的有益探索，有助
于促进呼吸系统疾病的
诊疗和救治水平，对于建
立呼吸专科医师人才培
养体系、推动呼吸学科发
展、优化优质呼吸医疗资
源配置等具有重要意义。

周口市成立呼吸衰竭中心

和呼吸衰竭中心联盟

→近日，天气寒冷，全国优秀乡村医生、杞县泥沟乡耿
集村卫生所所长张永全为村里的老党员、五保户、困难户
等提供上门义诊服务，受到群众的好评。

李 季 刘银忠/摄

近日，武陟县圪垱店乡卫生院对贫困户免费做B超、心
电图、化验等方面的检查，受到贫困户欢迎。

王正勋 侯林峰 王中贺/摄汝南县认真谋划卫生计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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