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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参军走了，女儿寻找60年
本报相助目前只寻到登记资料，欢迎知情人士来电告知

本报4月18日讯(记者 钟建军

实习生 王利丽) “我父亲也
是一名烈士，但是直到现在我都不
知道他埋在哪。你们可不可以帮忙
找找他的陵墓啊？”家住环翠小区
的朱女士看到4月15日《齐鲁晚报》

A14版《烈士后代，你们在哪儿》的
文章后打来热线。

据介绍，朱女士的父亲名叫朱
前禄，系原蓬莱县南王村人，1946

年10月参军后就再没回过家。“虽
然当时我还小，对父亲没有很深的
印象，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
有停止过寻找父亲的下落。即使他

已经牺牲了，我也想找到他的陵
墓，清明节时也能给父亲扫扫墓。”

说到这儿朱女士抽泣起来。

朱女士告诉记者，刚解放的时
候，她母亲曾带着她们姐妹俩去民
政局询问过父亲的下落，可能是由
于当时社会状况比较混乱，民政局
关于父亲的登记只有四个字：“下
落不明”。“1981年我再去烟台市民
政局查找登记时，有了我父亲的登
记资料。登记表上写着，我父亲是
1947年在即墨牺牲的。”朱女士说，

“1983年我父亲的战友曾给我寄来
一封信，信上说他在1948年打济南

时在战地医院见过我父亲。”

“时间有些混乱，不过现在也
没关系了，我只想找到我父亲的陵
墓，尽一个女儿的孝心。”朱女士感
伤地说。

18日，记者根据朱女士提供的
线索，电话联系了蓬莱民政局优抚
科，办公人员在电子信息中查到了
有关朱前禄的一些登记资料。办公
人员告诉记者，朱前禄是胶东军区
新五师二营机枪连的战士，1947年
2月在即墨牺牲，埋葬地没有登记。

办公人员说，他们是在 1983

年才建立的山东蓬莱革命烈士英

名录，其中一些零散的烈士还没
有找到陵墓。当记者问道现在蓬
莱是否有意向要为这些烈士修陵
墓时，这位办公人员回答，有些事
情不方便透露，目前蓬莱市政府
还没有相关批示。

因为考虑到朱女士的父亲是
在青岛即墨牺牲的，随后记者又
电话联系了即墨民政局优抚科。

即墨民政局优抚科登记信息
中却找不到朱前禄的相关信息。

办公人员说，如果登记资料即墨
都没有的话，那么陵墓就更难确
认了。

开发区医院率先在烟台推行就诊服务新模式———

一卡通在手，各门诊随便走
本报记者 闫丽君

烟台市开发区医院，为有

效缓解看病难的问题，率先在
全市推行一卡通就诊服务新模
式，患者到医院看病，先办一张

磁卡———“一卡通”，并在卡里

存一部分钱，然后到相关的科

室刷卡诊疗。这种先诊疗后结

算的看病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

的市民所接受，因为它不仅仅

减轻了传统的反复排队挂号之

苦，也大大地节省了患者看病

的时间。

一卡通在手

各门诊遍走

“您好，请您到这来登记个

人信息，我们将免费为您办理

一张医疗信息卡。”4月17日上

午，到开发区医院看病的市民

蒋燕青一走进门诊大厅，就被

导医人员引导着去办理了一张

“一卡通”就诊卡。

蒋燕青从工作人员手里接

过卡后，自言自语道：“一卡通？

先存钱？这倒挺新鲜。”随后他

体验了一番刷卡看病的经历。

蒋先生来到一楼普外门

诊。医生接过蒋先生的信息卡，

轻轻在读卡器上一刷，电脑屏

幕上立即出现了关于蒋先生的

基本医疗信息。在对蒋先生的

病状进行问诊后，医生熟练地

将诊断结果输入电脑，并让蒋

先生到眼科再看看。于是，蒋先

生拿着这张卡直接来到眼科。

在眼科门诊，医生检查完毕，根

据症状顺势在电脑里下了处

方，瞬间，给蒋先生开的药的规

格、用法、剂量、价格等信息全

部呈现在电脑上，一清二楚。

“原来拿着一卡通，这么简

单，一会工夫就看完了。”从医

院出来，蒋先生笑笑说。

开发区医院工作人员宋女

士解释，为了缓解患者看病需

要排队等候多时的问题，医院

率先在HIS信息系统上承载了

“一卡通”先诊疗后结算的看病

新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患者就诊

时先在“门诊医生工作站”系
统内刷卡，“门诊医生工作

站”系统与挂号、分诊、医技、

药房等系统相连，医生直接在

电脑上开处方、化验单，书写

门诊病历等，在病人诊疗过程

中，通过医院的其他管理直接

扣除各种费用。

发卡40万张

再不见排队

传统的看病流程是：挂

号—就诊—开处方、开检查单

或治疗单—划价—交费—取

药、检查或治疗。使用“门诊一

卡通”系统后，患者只需要在医

院挂号时先办理一张卡，并在

卡内充钱就行。凡持已充值就

诊“一卡通”的病人，可以在检

查、化验、治疗和取药等候处直

接刷卡交费，省去了病人重复

排队、划价、交费的麻烦。

宋女士说。“病人在诊疗过

程中，病人的诊疗结果等内容记

录在医院的管理系统内，下次再

来看病，只要在医生面前一刷

卡，以前的病历就一目了然。”

据了解，开发区医院在信息
化基础上，于2008年10月16日推

出急门诊看病“一卡通”后，不仅

节约了病人看病的时间，为医生

多争取了接诊患者的数量，而且

门诊医生工作站和挂号、收费、

检查、检验、药房等科室系统相
联，实现诊疗数据共享，在一定

程度上大大提高了医生的工作

效率和工作质量。

“目前我们医院已经发行

了40万张这样的一卡通就诊卡

了。”医院宣传科栾薇说，当初

医院投入上百万元的成本，在

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换来的是

患者慢慢地认可和接受，极大

地便利了老百姓的诊疗过程。

医院会继续做好这项工作，为

患者更多地提供便利。

卡中先存钱

患者有顾虑

处方“看不见”，想到外面

药店买便宜药怎么办？预存费
用不够，急诊病人怎么办？17

日，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有患者

向记者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对此，医院计算机网络中

心副主任温海萍解释说，医院

使用一卡通诊疗，里面预存多

少钱，医院是不会做限制的，最

少存上2元挂号费即可，不过这

样患者比较麻烦，钱不够了还

要充钱。存的钱没用完取留患

者自愿。而对于一些紧急危重

病人，医院则网开一面，本着先
救人的原则诊疗。

而对于有些患者怕医院强

行卖药，温主任认为，这是大可
不必有的顾虑。因为虽然目前

医院实行了一卡通，但是如果

病人不愿意在医院买药打针，

医生可以给他们开出纸质处

方，供患者到医院外面的药店

或者社区门诊治疗。

那么钱在卡里，会不会被

医生开大处方，强制患者消费？

温主任回答，一定不会的。虽然

一卡通表面上患者对于病历

是不知情的，但是患者完全有
权利通过医生的电脑看到自

己切切实实的消费。“下处方

时，如果患者用不起贵药，可

以和医生协商换成一般普通

药。”温主任说，患者完全可

以通过电脑信息看到自己所

有的诊疗详单，患者离开医院

时，可以拿到医院开具的详细
的诊疗明细发票，如果患者有
什么感觉不妥的，可以及时和

医生沟通。

温主任还说，患者对自己

的病情有知情权，病人看完病

医院可以为其免费打印病例。

这张一卡通

还要再完善

先诊疗后结算，是目前医

改的一项工作。据了解，几年

前，烟台市有一家医院曾试行

过类似的“一卡通”就诊模式，

然而不久，这张磁卡就在该医
院悄悄地消失了。

对此，该医院的一名工作

人员说，一卡通之所以没有在

该院推广开来，主要是因为当

年很多患者不愿意接受这样的

预付费式消费方式，因此实行

起来举步维艰。

几年过去了，记者从烟台

的多家医院获悉，目前只有开

发区医院在推行这种看病模

式，而其他医院有的已经做完

前期准备工作，有的还在考

虑。

烟台市卫生局的一位工作

人员介绍，一卡通的推行，必须

在医疗信息化的框架平台内才

能实施，而目前个别医院推行

的一卡通，仅仅是医院行为，完

全是为了方便患者就诊。这位

工作人员解释，真正意义上的

一卡通，应该是建立在医保卡

的基础上，将医保、新农合等居

民个人信息都集纳进来的一卡

通，是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到时

候这张卡将不仅仅可以用于看
病，而且还是居民个人健康档

案信息的一个汇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