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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泽林）采供
血量连续6年增长，临床用血仍然“紧
平衡”，为破解这一难题，海南省在全
省范围内建设“中心辐射型”采供血网
络，初步构建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覆盖城乡”的血站服务体系。6月13
日，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
会，介绍了有关情况。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文秀

介绍，2021年，该省12.8万余人次参
与无偿献血，献血总量为42.48吨，供
血总量为 86.87 吨，同比分别增长
0.98%、1.73%、6.17%。自2016年以
来，海南省实现了采供血量连续6年
增长。但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不
断深入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以及优
质医疗资源不断涌入，不少外省患者
到海南就医，使该省临床用血需求量

每年以10%～15%的速度攀升，临床
医疗用血处于“紧平衡”状态，无偿献
血事业面临新的挑战。

为推动无偿献血事业可持续发
展，海南在全省建设“中心辐射型”采
供血网络。采供血网络以海口市为
中心，向各市县辐射；设立三亚市、儋
州市、琼海市3个分中心，以及文昌
市、屯昌县、万宁市、东方市、乐东县

黄流镇、五指山市6个供血库，设置
固定采血屋 18 个、乡村献血点 50
个，购置流动采血车9辆，初步构建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城乡”的
血站服务体系。为改变部分市县献
血率低的状况，海南省血液中心联合
当地卫生健康委、红十字会及相关部
门，通过各种媒介积极开展无偿献血
宣传活动，促进形成无偿献血的良好

氛围。
据了解，目前，海南将“区域血液

信息化建设”项目纳入省卫生健康委
“三医联动”信息化建设统筹部署，在
全省范围内启动上线工作，实现无偿
献血者及其父母、配偶、子女临床用血
费用在出院时“一站式”报销减免。该
政策预计使海南300多万人受益，年
报销减免金额近百万元。

海南破解临床用血“紧平衡”

□通讯员 黄积珊
特约记者 朱琳

手机预约挂号，“云端”问诊复
诊，线上缴费结算，门诊病历自助
查询……如今，在广东省汕头市，

“互联网+”就医方式让越来越多的
患者真切感受到医疗服务的便利和
温度。

近年来，汕头市全力支持符合互
联网诊疗准入条件的医疗机构建设
互联网医院，取得阶段性成效。目
前，汕头市中心医院、汕头市中医医
院、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等
均已建成互联网医院，使群众的健康
获得感大大提升。尤其在疫情防控
期间，患者可在微信小程序“粤健通”
或各家互联网医院网站、小程序上挂

号就诊，减少了疫情期间交叉感染的
风险。

安坐家中“云端”问诊

家住潮州市饶平县的王大爷是一
名“互联网+医疗健康”的受益者。
2019年年初，王大爷因冠心病在汕头
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做了冠状动
脉支架植入手术，术后一直在该院心
血管内科复诊。让老人最头疼的是每
月一次的复诊开药，每次到院复诊，他
天没亮就要出发，很多时候还需要在
深圳市工作的子女赶回来陪同，非常
不方便。

如今，通过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互联网医院，王大爷安坐家
中就能看上病。心血管内科医生通过

视频问诊，在线开具电子处方，药品隔
天就送到王大爷家中。

此外，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以生殖医学科、产科等医疗服务
周期长、流程复杂的科室为示范点，开
通“互联网+专科延续服务”，为患者
提供院前—院中—院后全周期服务，
让患者在院外也有人管，提高患者就
诊效率和康复水平。

预约诊疗解决烦心事

挂号难、候诊时间长等一直是老
百姓看病就医的老大难问题。在推进
预约诊疗过程中，汕头市扩大预约比
例，推行分时段预约诊疗和集中预约
检查检验，解决了群众的操心事和烦
心事，让就医更加舒心。

目前，汕头市二级及以上医院普
遍实行预约挂号，普通、专家门诊号
源全部开放预约，患者可通过电话、
网络、微信公众号、门诊窗口、自助挂
号机等方式预约诊疗服务。另外，各
医院实现门诊分时段预约，预约时段
精确到1小时，缩短了患者在医院的
候诊时间。

据悉，汕头市将推动二级以上医
院提供住院预约和择期手术预约，并
将分时段预约精确到30分钟。另外，
要求医院加强门诊号源管理，实行实
名制预约管理，推进技术升级，避免出
现“网络倒号”情况。

数据显示，10年来，汕头市二级
及以上公立医院预约诊疗率大幅提
升，从 2010年的 3.01%提升到 2020
年的38.63%；其中，三级公立综合医
院预约诊疗率达到53.83%。

汕头：“云端”诊疗让就医更舒心

□特约记者 李纬 赤列江才
通讯员 庞浩

近日，重庆市第九批援藏工作队
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茶马广场举行
无偿献血活动，29位队员献血8600
毫升。

自开展医疗援藏工作以来，重庆
整合各方资源，努力提高昌都血液供
应保障能力和血液安全水平。据重庆

市血液中心主任徐永柱介绍，重庆市
血液中心从2016年起，累计为昌都调
血近1.5万个单位，保障了昌都市中
心血站实际需要。同时，加大资金投
入力度，帮助昌都市中心血站于2019
年9月顺利通过血站执业验收。昌都
从此告别了所有用血均从重庆空运的
历史，2021年11月以来基本实现“自
采自足”。

重庆市第九批援藏工作队队员、
昌都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邓志根介

绍，自2019年起，重庆市卫生健康委
将血液援藏纳入“组团式”医疗援藏，
3年来选派2批次共3名长援队员、10
批次共20名柔性援藏队员、2名应急
援藏专业技术干部积极帮扶昌都，同
时接收昌都当地工作人员到重庆接受
技能培训，实现“输血”与“造血”有机
结合。

不仅如此，重庆援藏工作队围绕
学科建设、技术提升、疫情防控等
工作，为医疗援藏注入长期稳定的

“源头活水”，使昌都医疗水平持续
提升。

工作队发挥医疗“组团式”援藏优
势，助力巩固提升昌都市人民医院“三
甲”创建成果，推动医院重症监护室、
麻醉手术室等八大公共诊疗平台和危
重症救治等五大中心提前3年建成，
推动儿科建设成为西藏自治区唯一儿
科专业临床重点专科，创新“1+2+2”
师带徒模式，进行健康管理人才培训，
开展临床医疗新技术……

进藏3年来，重庆市第九批医疗
援藏队员扎根雪域高原，为当地带来
新的管理经验和技术，让昌都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2021年，昌都市人民医院门诊量、住
院量、手术量较 2018 年分别增长
79.1%、21.5%、42.1%，患者转诊率下
降32%。

重庆：援昌都注入“源头活水”

关注世界献血者日

低碳日
健步走

6 月 15 日是
第十个全国低碳
日，当天江西省
吉安市新干县机
关事务局组织各
机关单位干部在
城东湿地公园健
步走，倡导广大
市民践行绿色低
碳生活。
人民图片供图

青海医保用药管理
实施办法出台

本报讯 （特约记者吴黎）近日，
青海省医保局出台《青海省基本医疗
保险用药管理实施办法》，《实施办法》
自7月1日起施行。

《实施办法》共6章30条，涵盖目
录构成、用药管理、职责权限、《药品目
录》的制定、调整及使用、医保用药的
支付及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实施办法》重点明确5个方面政
策：将符合条件的民族药、医疗机构制
剂、中（藏）药饮片纳入基本医疗保险
支付范围，向国家医疗保障行政部门
备案后实施；全省统一基本医疗保险
用药政策，各市州医保部门不得自行
制定目录或用变通的方法增加目录内
药品；指明纳入医保范围的药品应当
具备的基本条件，以及不予纳入的8
类药品情形和应当调出《药品目录》的
6种情形；进一步明确基本医保药品
目录药品支付标准的政策；明确医保
用药监管政策，各级医保部门将联合
相关部门综合运用行政、司法等手段，
加强用药政策落实及监管，提升医保
用药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

新疆将建医保监管
“红灰黑”名单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楠 刘青
夏莉涓）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
保障局发布《自治区医疗保障基金监
管信用管理办法》，提出实行医保信用
监管“红灰黑”三级名单管理制。《办
法》将自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根据《办法》，如医疗机构发生过
度诊疗、过度检查、分解处方、超量开
药、重复开药或者提供其他不必要的
医药服务，重复收费、超标准收费、分
解项目收费，串换药品、医用耗材、诊
疗项目和服务设施等情形将被纳入

“灰名单”或“黑名单”。
新疆医保局基金监管处副处长杨

霄介绍，对纳入“红名单”的守信信用主
体，医疗保障部门会给予激励。如在日
常监督管理、专项检查中减少检查频
次，将守信表现作为增加医保基金总额
预算的参考依据等。对列入“灰名单”

“黑名单”的信用主体，将增加检查频
次，向社会公开失信信息，限制或暂停
严重失信医保医师发生的医保费用结
算等。信用主体在失信信息有效期限
内也可按照相关程序实施信用修复。

本报讯 （记者李季 通讯员刘
亚敏）6月14日，在洛阳地铁2号线国
花路站台，河南省洛阳市相关部门举行
了无偿献血主题列车首发剪彩仪式。

走上列车，清新的标语与可爱的
无偿献血卡通形象相互契合，每节车
厢都安排志愿者为乘客讲解无偿献血
相关知识并发放无偿献血知识手册。
整辆列车共有6节车厢，首节车厢设

定为无偿献血主题车厢，以粉红色为
主色调；其他5节车厢是A、B、AB、O
型血以及单采成分血知识专题车厢，
以红色为主色调。无偿献血主题列车
在扶手、车厢座椅、临窗背景墙、车门
等位置张贴无偿献血宣传标语，宣传
无偿献血小常识、献血流程等内容，让
乘客在乘车的同时了解无偿献血的意
义和知识。

洛阳 主题地铁发车

本报讯 （通讯员陶玲玉 特约
记者程守勤）记者6月14日从江苏省
血液中心获悉，江苏省大力开展无
偿献血工作,临床供血平稳有序。
今年 1—5月，江苏省献血总人次达
45.98万，总献血量达1.6亿毫升。其
中，江苏省血液中心今年 1—5月献
血总人次为4.89万，同比增长2.6%；
总献血量为 1728.6 万毫升，同比增
长2.4%。

据介绍，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江苏省采供血机构落实落细防控

措施，全力保障防疫期间采供血安
全；加大宣传招募力度，调整工作模
式，细化工作流程，在圆满完成国家、
省下达的援助外省新冠肺炎康复者
恢复期血浆任务的同时，确保省内临
床供血平稳有序。从2022年至今，
江苏省累计支援天津市、吉林省长春
市红细胞2040单位，支援上海市新
冠肺炎康复者恢复期血浆 4000 毫
升、单采血小板2000余治疗量，支援
北京冬奥会 RhD 阴性冰冻红细胞
487单位。

江苏 献血量增长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耀 林丽）
6月14日，甘肃省无偿献血科普馆揭
牌暨巡馆仪式在甘肃省红十字血液
中心安宁分站举行，甘肃省卫生健
康委二级巡视员王彦成、甘肃省红
十字会专职副会长杨芳胜为科普馆
揭牌。

甘肃省无偿献血科普馆利用图文
科普、多媒体互动、人体触动感应、
VR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和手段，科

普血液生理、科学献血、采供血流程、
血液安全等相关知识，多角度、全方位
展示献血文化和献血精神，将在推进
全省无偿献血科普工作的社会化、群
众化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当天，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甘肃省
红十字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活动，采
取多种形式传播公益正能量，感谢献
血者的无私奉献，呼吁社会公众广泛
支持、参与无偿献血。

甘肃 科普馆揭牌

本报讯 （记者张晓东 特约记
者孙艳芳 魏剑）6月14日，宁夏回
族自治区首家无偿献血科普教育基
地——宁夏无偿献血科普馆在银川
市开馆。该馆旨在向大众多方位、多
视角地普及献血知识，让参观者了
解无偿献血公益事业，增强主动献血
意愿。

据了解，宁夏无偿献血科普馆位
于宁夏血液中心五楼，总建设面积达
260平方米，设立献血科普、英雄风
采、谣言粉碎、互动体验等八大展区，
开展VR体验等互动项目。

科普馆将每周三确定为开放日，
面向全社会中小学校、企事业单位及
社会团体免费开放。

宁夏 教育基地建成

本报讯 （记者郭蕾）6月14日，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成立
团体无偿献血宣传志愿服务队，服务
队成员以临床科室住院医师为主。该
院与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首都无
偿献血志愿者协会联合举办成立仪
式，向服务队授旗，并开展首期培训。

据悉，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首
都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2021年联合
6家医疗机构启动了“构筑无偿献血
与医院患者用血互动关爱桥梁——

‘双工联动’志愿服务项目”，以发挥医
务社工和社会志工在医院团体无偿献
血中的作用。清华长庚医院作为首批
试点单位，率先成立了无偿献血宣传
志愿服务站，先后感召患者家属180
余人次参与团体无偿献血。

北京市献血办公室主任、北京市
红十字血液中心主任刘江表示，住院
医师是患者诊疗的骨干力量，此次成
立团体无偿献血宣传志愿服务队为北
京市推进医院团体献血带来了启迪。

清华长庚 宣传服务亮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