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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有了家庭医生
就近享受便捷服务

“梅大爷，最近身体恢复如何？

有啥需要，随时跟我说啊！”一大早，

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新发镇大圻村

村民梅泽华，就接到了村医秦烈昌

的电话。“放心吧，一切正常，等天气

暖 和 了 ，我 还 打 算 去 常 州 看 孙 子

呢！”梅泽华笑着说道。

梅泽华今年 70 岁，是土生土长

的大圻村人。得益于年轻时的入伍

经历，他身体还算硬朗，但去年的一

次 意 外 ，让 全 家 人 吓 出 了 一 身 冷

汗。“有天晚上睡觉，突然开始咳嗽，

停不下来，而且痰中带血。”回忆起

当时的情景，梅泽华印象深刻。到

县里医院一检查，结果发现肺部有

1.7 厘米大的结节。他立马与儿子

联系，赶往江苏常州，最终通过手术

切除了结节。

术后不到一星期，梅泽华便回

到老家静养，临走前医生叮嘱要定

期复查、体检。“去一趟常州要好几

个小时。我刚做完手术，身子也比

较虚，行动起来非常不便。每次换

药、体检都去外地，不太现实。”梅泽

华有些担忧。

作为梅泽华的家庭签约医生，

村医秦烈昌得知情况后主动与他联

系，“梅大爷，以后您需要换药、体检

就给我打电话，我开车接您到村卫

生室，弄好后再送您回家。”梅泽华

告诉记者，原本自己步行过去得花

30 分钟，现在搭车只要几分钟。除

了换药、拆线，秦医生还会不时打电

话询问他的身体情况，提醒术后注

意事项。

2017 年，郎溪县正式推行“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以村医为服

务主体，为村民提供全方位的健康

医疗保障。秦烈昌说：“如今，村民

有了自己的专属家庭医生，不仅可

以享受上门服务，费用也降低了不

少。虽然我更忙了，但村民方便了，

再累也值得！”

除此之外，近年来，郎溪县还建

成全员人口信息、电子健康档案和

电子病历三大数据库，搭建起互联

互通的县、乡、村三级区域卫生信息

平台，定期开展村医医技培训。实

施“智慧医疗”工程，改善乡村两级

医疗机构网络环境，建设部署网络

专线，对村卫生室硬件等进行更换，

不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

力，为村民看病提供更多便利。

医联体合作更紧密
患者家门口看名医

在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艳湖社

区医院二楼 7 号病床上，53 岁的社

区居民张正清头上缠着纱布和绷

带，正在打点滴。

3 月 5 日，张正清在家附近摔了

一跤，昏迷不醒，被路过的好心人送

到了艳湖社区医院。经过初步检

查，院长张达判断，患者是意外摔倒

导致的脑外伤和肺部挫伤，需要立

即手术，但艳湖社区医院尚不具备

手术条件。张达一边安抚家属，一

边立即联系十堰市太和医院神经外

科主任张力，很快为张正清办理了

床对床转院手续。

看过患者片子，张力安排科室

的临床专家为张正清做了手术。术

后危险期过后，经过复查，张正清恢

复情况良好，又转回艳湖社区医院

进行康复治疗。

“在这边，每天都有医护人员给

我打针输液，一日三餐也由护工送

到床边。而且离家近，家人过来探

视也方便，还节省了一大笔费用。”

张正清告诉记者。他转回来的第二

天，张力来到艳湖社区医院进行随

访，专门来到张正清的床前查看他

的恢复情况，并对后续用药和康复

治疗给予管床医生精准指导。“多亏

太和医院的专家及时给我做了手

术，现在恢复得挺好。医生说等拆

了线再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张正清高兴地说。

像张正清这样的情况，在十堰

不是个案。去年 8 月，十堰市卫生

健康委印发意见，组织全市城区 27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陆续签约加盟

了市太和医院、市人民医院等四大

医院集团。这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全部加挂“某三甲医院社区医院”的

牌子，与牵头医院签订了紧密型医

联体合作协议或整体托管协议。借

着好政策，包括艳湖社区医院在内

的 9 家社区医院与太和医院签订合

作协议，实行人才共建、信息互通、

利益共享、责任共担一体化管理机

制。张达介绍，这不仅缓解了大医

院的接诊压力，也为患者减轻了经

济负担。

“通过紧密型医联体建设，推进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患者能在家

门口看名医，少跑腿、少花钱。”太和

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罗杰介绍，医院

会派专家和医疗骨干到社区医院坐

诊、查房，同时对他们的医护人员开

展业务指导和培训；通过医联体建

设，帮助社区医院实现“小病能治、

大病能识、重病能转、慢病会管”的

目标。

慢病治疗专人负责
持续提供健康管理

“这年头最怕啥？怕生病，尤其

怕得慢性病！”家住广州市荔湾区的

陈阿姨的爱人患有高血压，长期看

病治疗，照顾人手不够，曾经家里还

专门请了保姆。“现在负担小多了，

在家门口就能解决看病需求，方便

多了！”陈阿姨告诉记者。

原来，为了打通综合医院和基

层社区之间的阻隔，广州市荔湾区

成立了慢病管理中心，主要由广州

市荔湾中心医院负责管理，汇集区

域内其他医院和社区卫生医疗机构

的资源，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建

立起慢病管理和服务网络，帮助慢

病患者就近看病。

“慢病管理中心负责牵头制订

适宜全区推行的糖尿病、高血压、

高 脂 血 症 、痛 风 及 高 尿 酸 血 症 等

慢病的分级规范诊疗管理流程与

临 床 路 径 ，打 造 区 域 慢 病 管 理 的

通行标准。”荔湾区慢病管理中心

负 责 人 介 绍 。 在 社 区 ，通 过 建 设

一 批 一 站 式“ 慢 病 工 作 室 ”，执 行

统 一 的 标 准 ，为 广 大 慢 病 患 者 提

供 持 续 、全 程 的 健 康 管 理 与 医 疗

服 务 。 未 来 ，荔 湾 区 将 建 设 至 少

10 家“慢病工作室”。

广东省卫健委负责人介绍，广

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进一步“扩面

提标”，印发实施慢性病防治中长期

规划（2017—2025 年），已建成国家

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251 个、

省级 19 个，慢性病综合监测、伤害

干预等工作扎实推进，肿瘤登记、癌

症早诊早治、心脑血管病高危筛查

干预和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等项

目深入实施。

一大早，在广州市南沙区灵山

医院的诊室内，耳鼻咽喉专科医生

林华秀开始接诊，用电脑点击登录

医院信息化平台，患者的健康档案

一目了然。“病人是不是有慢性病、

对什么药物过敏，医生结合系统上

的电子病历就能了解，避免了诊断

疏漏。”林华秀说，这显著降低了医

患沟通成本。

一份电子病历就能全区通用

就 医 ，广 州 市 南 沙 区 通 过 建 立 区

域 卫 生 信 息 化 项 目 ，进 一 步 完 成

区内公立医疗机构健康医疗数据

的 收 集 ，通 过 为 社 区 居 民 建 立 公

共 卫 生 健 康 档 案 ，形 成 全 民 健 康

信息库。

“打通患者的跨院诊疗数据，检

查检验结果的互认，减少重复检查，

降低就医成本，是医疗数据联通为

患者带来的一大好处。”平台承建方

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信息化平台，

市民还可以“一码通用”网上预约挂

号、接收排队提醒，就医体验大幅

提升。

据了解，该平台建设历时两年

多，目前，已覆盖南沙区 11 家区属

医院、9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 119
个村卫生站，建立收集健康档案覆

盖全区 80 余万人口。广东省卫生

健康委主任段宇飞介绍，“十四五”

时期，广东将持续推进公共卫生体

系建设，广东卫健惠民生工作将为

老百姓送上大礼包。

各地优化医疗服务，提供更多便利

让患者得实惠 少花钱少跑腿
本报记者 田先进 范昊天 洪秋婷

■会后探落实
办好民生实事

R 核心阅读

为保障人民健康，
各地优化医疗服务：以
村医为主体，推进家庭
医生制度，为村民看病
提供更多便利；各级医
疗机构紧密合作，实施
分级诊疗，让群众在家
门口看上名医；建立慢
病管理和服务网络，满
足患者健康需求。

母亲的恩情，我们应该
怎样报答？不要等，不要
拖，请抓紧时间，好好爱她

■民生观R

前不久，一部反映母女亲情的

电影引发了不少人的情感共鸣。大

家纷纷晒出母亲年轻时的照片，追

忆过往时光，感恩母爱伟大。

母爱的伟大在于倾其所有，不

计回报。生活上无微不至关心，情

感上时时刻刻关注——小时候，教

我们学走路、学说话；长大后，惦念

我们的前途，牵挂我们的冷暖……

妈妈的爱，伴我们走过人生的一程

又一程。而且，这浓浓的、长长的

爱，没有任何条件，只要孩子能幸

福，妈妈就很满足。

母爱的伟大在于润物无声，潜

移默化。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细腻

的，藏在点滴小事里，凝结为我们的

品格。还记得，妈妈在工作中精益

求精，厚厚的学习笔记让我们明白

了要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气，刻苦努

力、不断进步；还记得，妈妈在坎坷

面前不回避、不退缩，咬牙坚持的身影让我们懂得了要

鼓足克服困难的勇气，乐观坚韧、奋力向前；还记得，妈

妈在生活里与人为善，帮助亲属、邻里的热情让我们体

会到知恩感恩的宝贵，友善待人、尽力助人……在言传

身教中塑造着子女的德行，妈妈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任

老师。

母亲的恩情，我们应该怎样报答？不要等，不要

拖，请抓紧时间，好好爱她。

如果离得近，平时不妨多回去几趟，帮她打扫打扫

屋子，买买菜、做做饭，陪着聊聊天、逛逛街。假如离家

在外，因为工作、学习的关系没办法经常性陪伴，最好

定期打打电话，问问吃得好不好、睡得香不香；遇到天

气变化，提醒她及时增减衣服；到了节假日、生日，通过

视频或者电话，多说几句暖心话……要多把妈妈的感

受放在心上，实实在在地去照顾和关心，让她心里充满

温暖。

如果妈妈岁数大了，还要想着多帮帮她。人老了，

往往会有诸多不便，妈妈怕给孩子添麻烦，往往不会说

出来，咱们要学会发现，有麻烦早早替她解决。另外，

网络世界中的许多工具，不会用已经要影响生活了，多

一点耐心和细心，好好帮她学会使用，叫个外卖、订个

水，出门打个车啥的，也方便不是？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妈妈是我们永远的港

湾。作为儿女，无论有多少事要忙，千万别忘了，留一

份心给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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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郑州 3 月 17 日电 （记者朱佩娴）预约服务精准

化、支付方式多样化、门诊取药便捷化、远程医疗常态化、病

案复印便民化……日前，记者从河南省卫健委获悉：为推动

各项便民、惠民医疗服务措施落地见效，增强群众看病就医

获得感，河南省印发《河南省提升医疗服务十大举措（2021
年版）》。

在预约服务精准化方面，河南明确提出目标，二级以上

医疗机构落实预约诊疗制度，大力推行分时段和中长期预

约诊疗和医技检查集中预约。2021 年底，二级以上医疗机

构实现分时段预约精准到 1 小时。有条件的医院逐步完善

住院床位、日间手术预约服务等。

具体措施包括提供以“河南省预约挂号平台”为主，涵

盖医疗机构网站、微信公众号、电话、自助设备等多途径的

预约方式；建立院内多途径预约挂号号源统筹协调机制，根

据患者就诊量变化，动态调整门诊开放号源量；建立医技检

查智能化集中预约平台，提供网站、手机、自助机、诊间等预

约方式；持续优化预约诊疗服务流程，开展分时段预约，统

筹安排各类检查，多个检查项目尽可能一次性完成，减少重

复排队的情况；加大预约诊疗服务宣传力度，提升群众知晓

率；建立健全医患双方的诚信预约制度，加强退号与爽约

管理。

河南推进医疗预约服务精准化

温暖的阳光，和煦地洒在皖北

大地。只要天气晴好，78 岁的庞金

龙总爱来到村口。不久前，这里新

建起一座凉亭，四周的绿植苍翠，已

成为村民们聊天的好去处。旁边，

健身器材上总少不了孩子们欢快的

笑声。

庞金龙所在的村子，是安徽省

阜阳市阜南县田集镇庞老村。过去

一段时间，庞老村一度环境脏乱。

“村里的道路摆满了秸秆堆、建筑垃

圾，一条臭水沟常年淤塞。”庞金龙

说，村民们生活受到影响，对环境治

理的呼声很高。

去年 9 月，阜南县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集中整治，田集镇作为整镇

推进试点镇启动环境治理。“先期

按照人均 30 元标准拨付各村（居）

各自然村清理启动资金，并采取以

奖代补形式鼓励村民美化房前屋

后环境。”田集镇镇长杨丽群告诉

记者。

通 过 挖 大 塘 、填 小 塘 ，原 本 的

臭水沟上平整出一块土地，用以修

建小广场，而大水塘承包后村集体

净 收 入 8 万 多 元 。 堆 积 如 山 的 秸

秆，被运到收储点，一亩地秸秆可

以创收几十元。碎砖碎瓦则被就

地取材用来铺路，废弃牛槽、水缸、

石 磙 、石 磨 等 老 物 件 也 用 来 扮 靓

环境。

人居环境整治，垃圾处理是关

键。阜南县建立村户集中、企业转

运、县里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

处置体系。全县域生活垃圾统一运

往县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无害化处

理，做到日产日清，农村生活垃圾处

理率达到 85%以上。

利用全域污水治理项目，阜南

县为人口居住较集中、住家农户较

多的 61 个中心村，建设全覆盖的污

水管网及处理设施。将农村改厕出

水、生活洗涤用水等生活污水，全部

接入污水管网进行集中净化处理。

“别看这小菜园不起眼，在蓄洪

时可真是发挥了大作用。”王家坝镇

郑台孜庄台村民郑继超说。原来，

去年王家坝闸开闸蓄洪，庄台上的

物资都要靠冲锋艇运输。老郑家的

小菜园，基本上可以保证家里吃上

新鲜蔬菜，关键时刻发挥了“菜篮

子”的作用。

去年以来，通过鼓励群众在房

前屋后闲置土地上建设“四小园”

（小菜园、小花园、小树园、小公园），

阜南县累计验收菜园 3800 多亩，仅

此一项预计可增加农民收入 2000
多万元。一个个用竹篱笆围起来的

“ 四 小 园 ”，让 田 园 生 活 越 来 越 有

诗意。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清理容易、

长效管护难。为此，田集镇还探索

一条“乡贤治村”的管护机制，从村

（居）“五老”（老党员、老干部、老教

师、老军人和老劳模）人员中推选有

威望、热心公益的乡贤们出来参与

村庄治理。“现在村里环境这么好，

哪家要是再乱倒乱排，我们都不答

应。”庞金龙和村里的老人们争相

表态。

为调动村民的积极性，阜南县

还在各个村镇建立 247 个“爱心超

市”，按照人均 10 元标准列支专项

经费，用于评选表彰。通过采取积

分正向激励方式，累计评选表彰清

洁文明户、星级文明户 10 余万户，

兑 现 爱 心 超 市 奖 补 经 费 1676
万元。

截 至 目 前 ，阜 南 县 已 完 成 189
个省级中心村人居环境整治，占阜

阳全市总量 30%，占全县农村规划

中心村总量 74%。如今，当地正着

力打造全域清洁村镇，让秀美阜南

乡韵悠长。

安徽阜南集中整治乡村人居环境

村镇美了 心里亮了
本报记者 韩俊杰

本报昆明 3月 17日电 （记者叶传增）为推动解决老年

人在使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云南省政府办公厅近

日发布工作方案，针对老年人日常生活涉及的高频事项和

服务场景，提出了 40 条具体措施和要求。

方案聚焦出行、就医、消费、办事等领域，提出了具体措

施。交通出行方面，提供电话预约或即时叫车服务，为老年

人打车提供便利，设置出租汽车候客点、临时停靠点；保留

使用现金、纸质票据、凭证、证件等乘车的服务方式，设立老

年人优先购票窗口、专用等候区域或绿色通道；推动社保卡

增加交通出行功能。

为便利老年人日常就医，方案明确，增设老年人“无健

康码”绿色通道，提供多渠道预约挂号等就诊服务。3 月底

前，所有医疗机构、医养结合机构开设为老年人提供挂号、

就医等便利服务的绿色通道；推动通过身份证、社保卡等办

理就医服务，鼓励在就医场景中应用人脸识别等技术；探索

建立高龄、空巢、失能等重点老年群体的走访探视制度，满

足居家老年人的个性化健康需求。方案还提出，对老年人

高频消费场所以及各类费用缴纳，应支持现金和银行卡支

付 ，对 拒 收 现 金 、拒 绝 银 行 卡 支 付 等 歧 视 行 为 开 展 集 中

整治。

云南破解老年人使用智能技术难题

本版责编：商 旸 巩育华 许丹旸

近 年 来 ，四 川 省 华

蓥市坚持走绿色发展之

路 ，充 分 利 用 退 矿 废 弃

地 、石 漠 化 土 地 和 荒 山

荒 坡 ，发 展 具 有 生 态 效

益 与 经 济 效 益 的 油 樟 。

截 至 目 前 ，该 市 已 成 片

栽植油樟 3.8 万余亩，既

绿 了 山 梁 子 ，又 鼓 了 山

区群众的钱袋子。图为

栽 种 油 樟 后 ，日 渐 青 葱

的华蓥市柏木山。

邱海鹰摄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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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