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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山东

家庭医师像自家人一样亲切
全科医生为社区居民就医带来方便
本报记者 郭静

1月6日上午，刚说

完老伴该去社区医院针

灸了的时候，家住西苑

小区的刘桂兰就听到了

敲门声。打开门，一声

“阿姨”让她喜笑颜开。

原来是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全科医生李静来

了，一起前来的还有该

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

苗红。

居民更加信赖医生了

去年12月份，济南市第四人民
医院的8个社区医疗机构推出了家
庭医师签约服务机制，数万居民享
受到了家庭签约医师的服务。按照
协议，辖区内65岁以上的老人、慢性
疾病患者、孕产妇、重性精神疾病患
者、0到6岁的儿童，都可以享受到家
庭医师的服务。

“她们经常来给老头子做个体
检，问问健康方面的问题，还时不时
给做个健康指导，连吃啥都关心。”
由于常来常往，在她眼里，她们跟自
个家人一样亲切。

这次例行的走访查体，除了药
箱外，李静她们还随身带着两个大
红的福字。

刘桂兰的老伴徐士悟今年70
岁，长期患有高血压，后来因患心脑
血管疾病留下了一些后遗症。经过
在社区医院的针灸和推拿康复治
疗，目前已基本痊愈。

李静拿出听诊器和血压计为徐
士悟查体。查完后，李静又问了一下
起居饮食方面的情况，叮嘱老人按
时服用降压药，然后跟他聊起过年
的话题。

说起与病人签约前后的不同，
苗红最大的感受是病人的依从度更
加高了。“居民更加信赖你，也更加
愿意听你的了。”而对于刘桂兰这样
的签约家庭来说，签约后，跟责任医
师的联系更密切了。“既可以去找
她，也可以电话联系，更有针对性
了，有了安全感。”

“她们特别会照顾我们”

这些居民口中的“片儿医”，对
于一些特殊的病人还会专门进行帮
助。当天的走访中，有一个特殊的病
人，28岁的王鑫患有肌张力障碍，从
18岁患病后就失去了自理能力，一
直靠母亲任女士照料。

这是一种可怕的遗传疾病，任
女士的丈夫25岁时就患上该病，在
床上躺了20多年，于2008年去世。任
女士一直没有工作，依靠低保费生
活，全部精力用来照顾父子两个。

苗红和李静走访时，带来了消
炎药和输液管，“昨天任大姐打电话
说孩子有些咳嗽，另外说给孩子喂
水的输液管没有了，今天就拿过来
了。”苗红说。

拿着药和医疗器械，任女士眼
圈发红，她一个劲儿地表示感谢。“孩
子的病没办法，离不开我，有时候需
要什么帮助就给她们打电话，她们很
快就会到，特别照顾我们。每逢节假
日都要上门来走访，送药送东西。”

经常忙得脚不沾地

对李静来说，全科医生是个忙
碌的职业，因为要管的事情太多太
杂。目前，社区医院承担了9大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11项服务内容，妇
保、儿保、计划免疫等都包括在内，
另外还要管理家庭病床，到病人家
里走访出诊。

“经常忙得脚不沾地。”但是李
静说她很喜欢这份工作，由于经常
跟居民打交道，很多病人都很熟悉，
走在路上常有人打招呼问候，“挺充
实、挺温暖。”

尽管全科医师家庭团队守卫着
居民的健康，但据了解，目前省内全
科医师的缺口依然很大。“现在基本
每个社区平均1到2个。”苗红说。

山东是国内较早进行全科医
师队伍建设的省份之一，历经10多
年的培养，人才缺口依然不小。

苗红说，“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对全科医师的需求很旺盛，希望能
有更多人加入进来，做好社区居民
的健康守护人。”

即时结报，不用来回跑报销了
患者期待异地转诊报销 病种也能有统一标准
本报记者 刘爽

1月6日上午，在山东省千佛山
医院，来自菏泽的冯女士刚刚做完
手术。她在5日上午从菏泽市人民
医院转入省千佛山医院，入院时交
了一万元押金。

“从朋友那里知道了现在有异
地转诊即时结报，不用筹全款，带
着押金、开个备案表就可以转来住
院做手术，报销的事情不再需要我
们操心了。”

2011年11月1日起，我省试点
异地转诊即时结报。参保患者转诊
住院结算时，只需要缴纳个人负担
部分即可结算出院。而不再需要像

以前一样垫付全额治疗费用，等到
出院再拿着各种单据回当地医保
部门报销。

截至1月5日，全省像冯女士这
样享受到异地转诊即时结报的患
者已经有两千余人，其中1327人已
经结算出院，864人尚在住院治疗。

此外，这项惠民政策在推广过
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省千佛山医院，19岁的林平每天都
在为母亲王以红的高额治疗费愁得
掉泪。60岁的母亲王以红心脏衰竭，
去年9月份一直在威海市立医院治
疗，12月13日，因需要做心脏移植手

术而转院至省千佛山医院。
林平说，转诊之前听说过有异

地转诊即时结报的新政策，但是当时
问了当地医保部门说还是需要回当
地报销，而医院看不到患者当地医保
部门的异地转诊即时结报备案表，仍
然要执行之前的程序。所以仍需要先
垫付全额治疗费用。

“父亲去世了，家里只有我自
己打工赚点钱，为了给母亲治病，
能借的地方都借遍了，前前后后已
经交了二十多万了。”

省社保局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统筹处张珺瑛主任告诉记者，虽然

原则上执行“在哪看病执行哪的标
准”，但是一些大的标准如病种、封
顶线设置等还需要按照当地政策
去执行。

“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她
根本离不了我，这样来来回回很为
难。如果能在济南报就好了。”

各地市能报销的药品种类不
一，转诊至试点医院之后报销标准
如何计算？省社保局城镇职工医疗
保险统筹处处长仇振华表示，要防
止因为“花钱多”等问题引起纠纷，
防止各市医保部门出现“能报不
报”的现象，就要统一标准。

12万治疗费

个人只交了3万

2011年11月3日，济宁
的魏美英作为省内第一个
异地转诊患者，从济宁附属
医院转到省立医院心内科
就诊。魏美英只缴纳了小额
押金就顺利入院。

12月8日，魏美英出院
时，总共产生的治疗和医药
费用为126872 . 57元，而她只
缴纳了33584 . 08元，报销额
度高达74%，报销部分由医
院和济宁医保部门之间进
行清算。

“以前需要出院时垫付
全款，等到半个多月之后回
济南的医院拿到病历和费
用的清单，再回济宁医保办
报销。往往需要在两地之间
辗转好几次，等到报销下来
往往过了好长时间。”魏美
英的女儿李艳辉称异地转
诊即时结算非常给力。

本报记者 刘爽

本报记者郭静（右一）跟随全科医生李静在社区里走访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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