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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医事

医院动态

□特约记者 马春晓

近日的一天早上，贵州省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谷硐镇居民郭
永发来到谷硐镇中心卫生院健康管理
中心准备体检。

在谷硐镇中心卫生院健康管理中
心配置的智能体检一体机前，在工作
人员的指引下，郭永发将身份证放置
在刷卡区进行登录建档。随即，根据
语音提示进行相应项目的监测——身
高体重、血压、血氧、12导联心电图、
血糖、尿酸、血红蛋白、血脂、尿液、肺

功能、视力等。与其他体检不同的是，
智能体检一体机还可开展中医辨识和
心理测评等体检项目，项目完成后很
快便打印出了体检报告。

体检报告显示，郭永发尿酸偏高，
中医体质辨识为阴虚质，建议多吃甘
凉滋润的食物，及时补充水分等。

体检结束后，郭永发拿着体检报
告来到对面的“健康积分超市”进行登
记。健康管理员一边在郭永发的健康
积分存折卡上登记这次的积分，一边
询问郭永发是否需要兑换物品。

翻开郭永发的健康积分存折卡，
可以看到居民积分项目、积分分值、

累计总分值、积分时间等信息。该
健康积分存折卡依据居民参与健康
知识讲座、参加健康体检和家庭医
生签约等主动健康行为进行赋分，
积分可用于兑换日用品、农资、基础
药品或减免医疗费用、享受免费中
医药适宜技术等健康服务。此次体
检，郭永发可积100分。他打算积到
500分的时候，到卫生院进行一次免
费中医理疗。

“过去，都是追着居民进行健康体
检等，很被动。为了促进居民转变健
康理念，我们便探索实施健康积分制，
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到国家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中来。”麻江县卫生健康局
党组书记、局长文霞说，这也是建立居
民主动健康正向闭环激励机制，促进
居民由被动变主动，培养居民健康意
识，提升全民健康水平。

麻江县位于贵州省中部，是黔东
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西大门，辖四镇
一乡两街道，户籍人口17万余人，但
常住人口仅12万余人。目前，麻江县
6家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均参与健
康积分制管理，已建立全县常住人口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122638份，覆盖
率达94.34%。

同时，结合麻江县慢性病一体化

管理体系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
慢性病患者实施用药处方、饮食处方、
运动处方“一病三处方”管理，建立专
科医师、营养师、药师、运动指导员和
健康指导员“三师两员”共管模式，为
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提供全
程保健管理，进一步深化医防融合。

麻江县还对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人
员实行工分制累计，将全年工作量以
分数的形式进行体现，每完成1项就
得到相应的分值，年终按照所得分值
兑现项目资金，从而激发基层公共卫
生服务人员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不断
激发医防融合的新动能。

居民寻求“主动健康”有积分

□特约记者 刘兰兰
通讯员 朱雨佳

“我参观了‘佑苗’成长未成年人
实践教育基地，在讲解员的带领下，
通过一张张漫画，了解到自己在妈妈
肚子里的模样。”7月2日，江苏省张
家港市实验小学的10余名学生报名
参加了“健康小达人”生命守护之
旅。在活动中，孩子们一起聆听胎

心、体验中药茶饮，通过扭蛋机兑换
“爱的花种”。

今年暑期，江苏省张家港市卫生
健康委以健康“童”行为主题，推出青
少年研学活动，共发布“健康小达人”
生命守护之旅、“小小医学家”科学
探索之旅、“我是小郎中”中医药体验
之旅 3 条沉浸式生命体验研学路
线。其中，“健康小达人”生命守护之
旅串联了张家港市民急救体验馆、无
偿献血科普基地、未成年人教育实践

基地等场馆。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是“小

小医学家”科学探索之旅的“主阵
地”。该院党委书记高嵘介绍，在这
里，孩子们将换上象征医者身份的
白大褂，学做一名小医生。孩子们
不仅可远距离观看急诊手术、参观
医生技能操作训练中心等，还可在
3D打印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亲眼见
证将数字模型转化为实体物件的神
奇过程。

“我是小郎中”中医药体验之旅
地点为张家港市中医医院，孩子们通
过互动和沉浸式体验，感受中医药的
博大精深。活动主要分为“正真园”
及“百草园”参观、中医药文化启蒙课
堂、中药香囊制作体验、中药房参观
及中药辨识学习四个项目。

“研学路线发布后，很多社区都
来组团报名。”张家港市卫生健康委
相关科室负责人介绍，不同的路线适
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比如，该市第

一人民医院的研学活动就适合大一
些的青少年，通过参观急诊手术室、
观察细胞、了解3D扫描打印技术等，
不断强化职业体验，激发青少年对医
学的兴趣和学习的热情。

据了解，张家港市卫生健康委还
将继续优化研学路线的设计和内容，
同时面向社会招募健康志愿者，共同
策划组织活动，开展场馆讲解、健康
普及等工作，助力营造“人人为健康，
健康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为孩子开通生命体验研学路线

关注“健康入万策”生动实践

□特约记者 廖茂铮
通讯员 肖明海 黄海军

2024年7月8日一早，江西省赣
州市宁都县赖村镇中心卫生院的公示
栏贴出了《致全镇广大村民朋友的一
封公开信》，吸引了许多村民驻足观看。

《公开信》称：为了让赊欠了医药
费的村民再来看病时没有负担，2024
年6月5日，宁都县赖村镇赖村村乡
村医生黄月明和妻子一把火烧了行医
38年来村民们的医药费欠账单，展示
了他始终把村民健康放在心上的职业

情操。
黄月明幼年就跟随父亲学习中医

药知识，立志也要当名好医生。1987
年9月，黄月明考取了乡村医生中医
师执业资格，在村里办起了卫生室，很
快就得到当地村民的认可。

黄月明看病有一个显著的特征：
用药少、花钱少、善用中药单方；始终
坚持“先诊疗后付费”，患者没有钱就
记账，从不催要拖欠的医药费。

78岁的赖村镇园田村村民李三
官回忆说：“以前家里很穷，生了病，都
找他治疗，先欠着他的医药费，等有了
钱再还，他也从不催要。黄医生是一

个有口皆碑的好医生，一门心思放在
治病救人上，真是个好人啊！”

80岁的宋新城是赖村镇政府退
休干部，有55年党龄，担任过大队书
记。他告诉记者：“黄月明把患者当亲
人。20世纪80年代，黄月明收治了
一个无人照看的80多岁的老人，经过
2个多月治疗，老人基本康复了，却拖
欠了400多元医药费。老人说，这辈
子没有办法偿还了，下辈子来还。那
个年代的400多元可不少啊，当时我
每个月的工资才100多元。”

从2024年5月开始，黄月明和妻
子对38年来的处方进行梳理归类，发

现38年来村民拖欠医药费的处方单
有 5612 张，金额共计 123561.3 元。
细心的他还发现：有些赊欠了医药费
的村民，欠费后不好意思再找他看病，
生病后就硬扛，等实在扛不住了，才来
找他看病。这让他心里非常不安。

黄月明和妻子商量好后，一把火
把38年来村民们的医药费欠账单烧
了。有人说：“12万多元是你38年积
攒下来的血汗钱，即使收不回来，也可
以留下来作个行医纪念！”他却说：“烧
了欠账单，就是让拖欠医药费的村民
和困难村民在生病之后没有负担地来
找我看病，能够得到及时治疗。”

他烧了38年来村民的欠账单
“烧了欠账单，就是让拖欠医药费的村民和困难村民在生病之

后没有负担地来找我看病，能够得到及时治疗。”

瑞安市人民医院
打造“为侨健康服务矩阵”

本报讯 浙江省瑞安市是全国重
点侨乡，有海外侨胞16万人。为解决
侨乡群众“看病难”问题，瑞安市人民
医院党委牵头成立“健康连心侨”志愿
服务团队，打造“为侨健康服务矩
阵”。十年来，志愿服务团队累计走遍
98个基层社区和 514个村居，举办
1135场义诊活动和社区健康讲座，志
愿服务时长超5万小时，惠及近10万
名当地群众。

瑞安市人民医院开通“健康直通
车”直抵群众家门口，组织内科、急诊
科、儿科等科室高年资医生深入基层
及偏远地区开展上门义诊活动，将急
救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组织志愿服务
团队持续对侨胞侨眷等人群开展心
肺复苏、急救包扎等救护知识和技能
培训。该院开设“为侨服务”专项通
道，并为重点手术患者提供出院后闭
环式跟踪服务。针对留守侨童开展
丰富多彩的科普主题活动，打造“侨
童心理学堂”，设计符合儿童特点的
心理辅导课程，近十年来开展心理讲
座51次，服务近2000人次，开展个
性化“一对一”服务54次。针对留守
老人开展免费白内障筛查和手术。
截至目前，已为侨乡群众免费开展白
内障手术546例。此外，该院还为困
难侨胞申请医疗费用行政减免或慈
善减免，十年来累计救助患者49名，
减免费用近56万元，解除了经济困难
侨胞的后顾之忧。 （黄敏）

临沂市人民医院
成立战略发展咨询委员会

本报讯 （特约记者郝金刚）近
日，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成立战略
发展咨询委员会。国务院参事、中国
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卫生健康
管理政策学院执行院长刘远立教授等
14位专家受聘为咨询委员。

临沂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李凤鸣
表示，战略发展咨询委员会将立足医
院发展的优势短板，对医院的未来建
设发展建言献策，助力医院实现质的
飞跃。临沂市人民医院将认真吸纳各
位专家的咨询意见，把医疗服务、人才
培养、科研创新与服务群众紧密结合，
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促进更多
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推动医院实现高
质量发展，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为大体重患者移植心脏

本报讯 （特约记者于姗姗）近
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心脏移植团队成功为一名30岁、体重
97公斤的扩张型心肌病患者实施心
脏移植手术。患者术后12小时脱离
呼吸机，术后24小时下床活动，目前
正在顺利康复中。这名患者是吉林省
接受心脏移植手术的最大体重患者。

2023年末，患者到吉林大学第一
医院心血管内科就诊，被明确诊断为患
扩张型心肌病、慢性心力衰竭、心功能
Ⅲ级。鉴于患者病情发展迅速，传统治
疗方法无法根治，经专家综合评估，并
经与患者及其家属充分沟通后，决定实
施心脏移植手术。经过8个月的等待，
在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协调下，患者通过
分配系统匹配到1例合适的心脏供体。

据介绍，医护团队术后积极为患
者进行对症、抗免疫排斥治疗和精心
护理。患者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尿量
充分，引流稳定，现已自主进食。

据介绍，该中心心脏移植团队截
至目前已自主完成5例、累计完成18
例心脏移植手术，患者术后三年生存
率大于90%，五年生存率大于85%。

陕西铜川试点
“一次挂号管三天”

本报讯 （记者张晓东 特约记
者李万祥）近日，陕西省铜川市卫生
健康委印发《铜川市“一次挂号管三
天”就诊模式实施方案》，提出在铜川
市人民医院试点“一次挂号管三天”
就诊模式，并向全市二级及以上公立
医院推广。

《实施方案》明确，“一次挂号管三
天”就诊模式是指患者从挂号、就诊、
检验检查到取药的整个门诊就医环
节，原则上只挂一次号。若患者因辅
助检查不能完成当天诊治，经初诊医
师授权，携检查检验结果复诊时，原则
上3日内（含就医当日）同一院区、同
一科室、同一疾病不再支付二次挂号
费用。该模式的适用场景包括普通门
诊、专家门诊、专科门诊，且有以下情
况之一：需要空腹等准备的项目当日
不能检验检查的患者，当日就诊但部
分检验检查不能完成的患者，大型仪
器检查等项目当日不能获取检查报告
的患者。该模式不适用于已完成门诊
诊疗，但因疾病反复需要3天内再次
就诊的患者，不适用于急诊、多学科诊
疗门诊、特需门诊、互联网医院以及跨
科室、跨专业就诊。

河北廊坊推进
“互联网+居家医疗”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春丽）近
日，河北省廊坊市卫生健康委印发《关
于开展“互联网+居家医疗”服务工作
的通知》，并召开推进工作会，要求与
家庭医生签约、家庭病床、延续性医疗
等服务有机结合，重点为术后、高龄、
失能等行动不便人群提供6类19大
项160小项的个性化、差异化居家医
疗服务。

《通知》明确“互联网+居家医疗”
服务的目标、服务对象、服务项目、服
务方式、市场议价机制等和具体要求，
并要求从加强组织领导、鼓励先试先
行、加强宣传引导、加强技术支撑4个
方面予以保障。

据介绍，2023年7月，廊坊市固安
县人民医院依托固安县总医院微信公
众号等线上平台，率先开通“患者线
上申请、护士上门服务”的“点单式”居
家护理服务，重点对县内处于康复期、
手术后、患慢性病、行动不便等需要专
业医疗护理的特殊人群提供“网约护
理”上门服务。2023年10月，廊坊市
香河县人民医院在互联网医院平台的
基础上，依托“全病程服务平台”上线

“互联网+护理服务”项目。目前，两家
医院均已制定《“互联网+护理服务”工
作制度》《信息安全管制制度》等多项
制度，提供静脉采血、更换导尿管、伤
口造口护理等20余项护理服务。

十堰市太和医院
助力健康社区建设

本报讯 （特约记者梁时荣）近
日，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康复治疗
部党支部党员医生和护士志愿者，来
到十堰市红卫街道家和苑社区开展

“共同缔造健康社区”活动。志愿者为
老年患者进行老年认知障碍健康知识
培训，为慢性病老人做体检、筛查。

据介绍，十堰市太和医院把健康
社区建设作为党员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的一项重要实践任务，于2023年10
月启动“共同缔造健康社区”活动，根
据社区群众疾病健康需要，安排专家
进社区、进厂区、进小区，将健康知识
送到人民群众身边。

截至目前，该院74个党支部成立
党员志愿服务队，与十堰市主城区
181个社区进行结对，不间断开展系
列健康支助活动。党员志愿服务队还
与社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联系，
助力其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为全力以赴做好汛期医疗保障和卫生防疫工作，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组织医务人员下沉一线，在每
个镇（街道）设立医疗和防疫两个工作小组，开展医疗和消杀工作。贵池区血防站专业人员走访防汛棚
122个，宣传血防知识，并做好防汛人员信息记录工作。图为7月9日，在长江大堤贵池区乌沙镇防汛点，
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务人员为防汛人员进行治疗。 特约记者方汇阳 通讯员黄侃摄影报道

保障防汛人员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