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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医共体建设的核心是逐

步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

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秩序。

2015 年底，濉溪县被列为安徽省第

二批县域医共体改革试点县。濉

溪县紧紧围绕医共体利益、绩效、

工作三个方面机制建设，推动医疗

服务体系建设由“治病为中心”向

“健康为中心”转变。

5 年来，濉溪县医共体改革究

竟进展如何？近日，记者进行探访。

下沉医疗资源——

把病人留在县内

“根据《濉溪县医师培训统筹

资金实施方案》精神，我院不能诊

疗 的 疾 病 ，可 以 请 省 内 外 专 家 会

诊、手术。会诊费用患者不用拿，

由政府承担。”在濉溪县医院门诊

楼大厅的墙面上，一条“温馨提示”

格外醒目。

韩村镇河涯村村民夏学新就

是这个方案的受益者。5 月初，在

外地工作的夏学新胸部持续剧疼，

他就近到浙江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滨江院区治疗。治疗过程中，夏学

新病情加重，多次病危，后转入濉

溪县医院继续治疗。县医院邀请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专家

施万印，为他成功做了主动脉夹层

动脉瘤支架植入手术，夏学新很快

便康复出院。

这个手术如果在安医附院做，

总费用在 30 万元以上。而在濉溪

县医院费用为 21.39 万元，医保报

销了 19.89 万元，夏学新仅支付 1.5
万元。

“仅去年一年，就有省内外知

名专家来我院开展手术 510 台。”县

医院医共体办公室主任张雷锋说，

“在家门口能看大病，又省钱，很多

群众愿意在县内看病。”

2016 年，濉溪县组建了 2 个医

共体：一家由县医院牵头，与 12 家

乡 镇 卫 生 院 和 169 个 村 卫 生 室 组

成；另一家由县中医院牵头，与 6 家

乡 镇 卫 生 院 和 105 个 村 卫 生 室 组

成。牵头医院负责帮扶镇、村两级

医疗机构不断提高水平，举措主要

有两个：一是县级医疗资源直接下

沉到乡镇，开展帮扶活动；二是发

挥远程医疗带动作用，为乡镇卫生

院服务项目“扩容”。

据统计，2020 年，县医院派出

医务人员 1715 人次到乡镇卫生院

及村卫生室，开展门诊坐诊、手术、

带教查房等，有 12 批 67 人次的医

疗团队开展驻点服务。同时，接收

镇 村 医 生 进 修 110 人 次 。 从 2017
至 2019 年，每年给予每家乡镇卫生

院 50 万元资金支持。经过几年的

帮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濉溪县

居民住院率为 11.94%。 2020 年乡

镇卫生院诊疗人次比 2016 年增加

48.49%，手术量同比增加 69.23%。

监管医保使用——

守好百姓救命钱

“医保基金是医共体发展的重

要支撑。”濉溪县医院院长杨发武

说。据统计，2020 年，濉溪县筹集

医保基金 9.12 亿元，其中城乡居民

医 保 7.68 亿 元 ，职 工 医 保 1.44 亿

元。保护好这笔“救命钱”，是濉溪

县医疗保障局局长欧阳玲的头等

大事。“医保基金对于医共体来说，

就像血液一样重要，起着基础性保

障作用。”欧阳玲说。

欧阳玲认为，医保基金交由医

共体打包使用、结余留用，是县级医

院推进医共体建设的核心动力，也

是连接县、镇、村三级医疗机构的利

益纽带。2017 年以来，濉溪县医保

基金每年分别结余 2119 万元、3632
万元、1426 万元、6373 万元。这些

结余资金，以 6∶3∶1 的比例分给了

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

“对医保基金的管理，我们更

注重事前和事中的监管，而不是事

后的处罚，”欧阳玲说，“主要手段

就是借助大数据技术。”

在濉溪县医保监控大厅，随着

工作人员鼠标的移动，全县各镇卫

生院、村卫生室、药房、药店的实时

监控画面有序切入大屏幕。据了

解，医保智能监控系统在濉溪县实

现了专线专网、声像同步、全覆盖监

管。医院病房门口安装的摄像头，

能监管诱导住院、挂床住院问题；诊

所、卫生室的诊疗处和输液室安装

的摄像头，能监管冒名顶替、留存病

人医保卡问题；医院药房安装的摄

像头，能监管私自进药问题；药店安

装的摄像头，能监管套用医保卡刷

卡、卖生活用品问题。

智能监控和医保基金预警电子

地图系统的数据，覆盖了全县医保

结算全过程，实现了医疗保障数据

互联互通。这意味着无论是谁去医

院看病，或去药店拿药，只要使用医

保基金，都会在平台上留下痕迹，这

让医保基金安全更有保障。

“住院病人花费的医保基金份

额 很 大 ，只 有 让 慢 性 病 患 者 少 住

院，才能把钱省下来。”欧阳玲说，

“节省下来的钱，按照 3∶5∶2 的比例

分配给村、镇、县。”

根据该县今年在全省率先推

行的门诊特殊疾病保障创新试点

方案，在县域医共体按人头总额预

付的基础上，城乡居民门诊特殊疾

病医保支付费用，由乡镇卫生院按

人头包干使用，结余留用，合理超

支分担。

方便群众就医——

服务送到家门口

今年 2 月，南坪镇忠阳村村民

张小根突然感觉胸痛，家人把他就

近送到南坪镇卫生院。在这里驻

点帮扶的县医院心内科医生王乐

义，诊断其患急性心梗。刚做完心

电图检查，张小根突然晕倒，心跳

消失。王乐义果断使用除颤仪对

他进行除颤，用药后紧急送到最近

的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救治。几

天后，张小根康复出院。

在医共体改革前，南坪镇根本

没有除颤仪，更没有人会用。为了

方便群众就医，濉溪县两家医共体

医院牵头改善乡镇卫生院急救设

备。采购 19 辆急救车，交由乡镇卫

生院使用，对居民急救转诊实行免

费服务，燃油费由牵头医院支付。

今年 3 月，县医院又在全省率

先引进了一套新设备，让医生在医

院就能对急救车内的病人进行诊

疗。在县医院的远程会诊室里，记

者看到，在一块 2 米多高的屏幕上

方写着“院前院内协同救治平台”，

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显示着各种数

据。正在采访中，室内突然响起语

音提示：“注意，有重症病人正送往

医院！”在这里值班的神经内二科

医生于磊迅速拿起话筒，说道：“请

把车内画面切进来！”

几秒钟后，急救车内的实时画

面出现在大屏上。从古饶镇秦楼

卫生院送来的一名脑梗死患者正

躺在车上，救护车上监测的血氧饱

和度数据也出现在屏幕上。另一

名值班医生丛时兵一边紧紧盯着

屏幕，一边向随车医生询问病人的

情况。于磊说，刚才平台收到信息

时，急救室已开始做准备，等病人

来了，不要再挂号、检查，直接送到

急救室抢救。

“就医、报销、买药……医共体

改革每个环节的努力方向只有一

个，就是让群众更方便。”县医保局

办公室主任纪勇起说。

在距离濉溪县城 70 多公里的

双堆集镇卫生院，一楼大厅装饰一

新，门口挂着“双堆医保服务站”的

铜牌，屋内墙上张贴着办事清单、

工作制度，工作台前，工作人员正

向前来办事的群众耐心讲解着新

业务流程。

双堆集镇熊庙村中许组村民

许芝龙在这里缴了 280 元钱，为刚

出生的孩子办理了居民医保参保

手续。他说，这项业务以前得跑到

县 城 办 ，光 坐 车 来 回 得 用 4 个 小

时。现在不出镇就办好了。

今年 4 月，县医保局在 11 个乡

镇 卫 生 院 设 立 了 基 层 医 保 服 务

站 ，将 县 级 医 保 经 办 机 构 的 医 疗

保险登记、异地就医备案、医疗费

用手工报销等 10 项经办事项下放

到 基 层 医 保 服 务 站 ，让 参 保 群 众

在 家 门 口 就 能 体 验 到 高 效 、便 捷

的服务。

安徽濉溪县推进医共体建设，方便群众看病——

县里就医 省钱省时
本报记者 韩俊杰

核心阅读

为方便基层群众
就医，安徽省濉溪县
推动县域医共体建
设：推动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让患者在家
门口享受专家服务；
由县医院牵头，帮扶
镇、村两级医疗机构
不断提高诊疗水平；
设立基层医保服务
站，方便居民办事。

■办好民生实事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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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 8月 30日电 （记者罗艾桦、姜晓丹）近日，广

州市印发《广州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提出，

广州将以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为重点，构建形成全覆盖、

多层次、多支撑、多主体的大城市大养老模式，打造“老有颐

养”民生幸福城市。

据广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透露，《规划》提出了 17个量

化指标支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要求在 2025年，实现街镇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颐康中心）街镇覆盖率 100%、村居颐康服

务站村居覆盖率 100%、有意愿的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完成

率 100%、有意愿的老年人家庭养老床位服务覆盖率 100%、星

级以上养老机构占养老机构总数的比例 50%，增加就近、便

利、普惠的优质养老服务供给。要求“十四五”期间，实现有集

中供养意愿的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 100%、长期护理保险覆盖

率 100%，制定并动态调整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在确保特困老

年人应养尽养基础上，构建面向全体老年人，以经济困难和急

需照护的老年人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广州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发布

本版责编：李智勇 许丹旸 徐 阳

让我们从细处入手，
从身边做起，为一线劳动
者送上关爱

■民生观R

前不久，广东东莞某城管分局收

到市民来信。这位市民说，自己的母

亲是一名环卫工人，早上 4:30开始清

扫马路，5:25 路灯关闭，但那个时候

天还是很暗，所以，能不能延迟 15 分

钟关灯，好让母亲更安全地工作？

接到信件之后，工作人员马上核

实，发现相关路段的路灯，开关设定

确实与实际天亮时间有偏差，经常在

天没亮就关了，周围环境光线比较昏

暗，这给环卫工人的工作带来了不

便。所以，他们和相关方面协调，把

该路段路灯的亮灯时间延迟了 20 分

钟，还对路灯进行了常规检查，事情

一经报道，得到了很多网友的点赞。

事儿不大，背后却体现了对一

线劳动者的关怀。昏暗中在马路上

作业，看不清还是小事，容易发生交

通事故。多亮一会儿灯，对他们来

说，帮助实实在在。

多年来，社会各界一直在给一

线劳动者提供各种帮助和关爱。

国家在行动。对于一线劳动者的权益，国家始终

放在心上。法律体系逐步完善，保障劳动者权益；增加

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让他们的收入

从“有保障”到“节节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评选，坚持

面向基层、一线倾斜……

社会在参与。每年的节假日，总有大量一线劳动者

坚守岗位，回不了家，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们总会提着慰

问品送上问候，帮助解决困难。不仅如此，总有一些普

通市民也在做很多暖心事：给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歇脚的

地方、给巡逻警察送瓶解渴的水、给外卖小哥点个“爱心

午餐”……如此种种，无不是对他们的尊重、关心和爱。

一切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值得

尊重。对于一线劳动者的保护和关爱，我们能做的、要

做的还有很多：相关法律法规、相应机制还在继续完

善，保障网正在进一步织密织牢。社会各界对他们的

尊重和爱护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形成了良好的氛围。

让我们从细处入手，从身边做起，为一线劳动者送

上温暖与呵护。

多
亮
一
会
灯

关
爱
在
心
中

许
丹
旸

近 日 ，湖 北 省 咸 宁 市 通

城县正值稻谷收割季，当地农

民忙着收割、抢晒稻谷，确保

颗粒归仓。图为 8 月 29 日塘

湖镇石港村农民在田间收稻。

刘建平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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