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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
·聚焦医改

今日聊城

市卫生局局长刘德勇解读医改惠民

全力控制医药费用过快增长
本报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王广代

控制医药费增长重视人才培养

刘德勇在谈 2012 年的工作目标
时表示，将着力抓好公立医院改革
试点，聊城将有两所县级医院成为
全国 3 0 0 所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医
院，保持聊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
作的领先地位。积极推进其他公立综
合医院进一步拓展实施临床路径管
理、优质护理服务以及相关的惠民便
民措施，下大气力控制医药费用的过
快增长趋势。同时，要加快城乡公共
卫生均等化工作步伐，把项目做细做
实，让城乡居民真正受益。

在谈到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情况
时，刘德勇说，今年重点巩固现有
基本药物制度成果，进一步扩大实

施范围，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
纳入全省统一规划的村卫生室都要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进一步规范县
及县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的
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配备和销售
比例要达到省规定的要求，进一步
降低药品销售价格，逐步转变“以
药补医”机制，规范基层医疗人员
用药行为。

“我们的目标是经过五年的努
力，使基层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有
一个大的提升，真正成为一支用得
上、留得住、服务基层、奉献基层
的卫生人才。”刘德勇表示， 2012
年是卫生行业的“队伍建设年”，

实施了高层次卫生人才、基层卫生
人才、公共卫生人才、中医人才
“四大人才”培养工程，提升整体
服务素质和服务质量，打造一支适
应卫生事业发展、能够满足人民医
疗卫生服务需求的卫生人才队伍。
着力抓好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建设，开展规范化管理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创建活动，
加大“卫生强基工程”实施力度，
努力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着力抓好医院等级评审，以医院等
级评审为抓手，努力推动和实现医
院管理科学化、诊疗规范化、服务
人性化和目标公益化。

2012 年，是聊城
完成医改目标最重
要的一年，聊城市
卫生局局长刘德勇
在谈今年的工作目
标时表示，今年将
下大气力控制医药
费用的过快增长趋
势，加快城乡公共
卫生均等化工作步
伐，打造一支让群
众满意的卫生人才
队伍。

药价下降患者负担减轻

刘德勇在回顾 2011 年全
市卫生改革和事业发展情况
时表示，去年，全市卫生系统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
市委、市政府“继续提升年”活
动为统领，全面贯彻“大卫生、
大提升、大宣传、大发展”的工
作 思 路 ，精 心 组 织 实 施 了

“ 5541 工程”。即以推进五项
医改任务为中心，以实施全民
健康工程等五项工作为重点，
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等四项措
施，创建人民满意的卫生行
业，取得了显著成效。

记者了解到，2011 年农
民人均筹资额达到 250 元，全
市参加新农合人数 438 . 02 万
人，参合率达 99 . 67%。参合农
民在各级医疗机构住院报销
比例较上年提高 10 个百分

点，住院报销封顶线由上年的
5 万元提高到 8 万元。全年有
601 万多人次享受到新农合
补偿，补偿额万元以上的达到
7381 人，受益率和保障水平
显著提高，广大参合农民真正
享受到了新农合制度带来的
实惠。

2011 年 7 月 1 日，全面
启动实施了基本药物制度，全
市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基本药物实行零
差价销售，实行基本药物制度
后，药品价格下降 36%，患者
就医负担明显减轻。组织市直
医疗卫生单位开展了“为贫困
母亲送健康”活动，为全市农
村 2 万名贫困妇女免费进行
健康体检，免除费用 500 万
元。

健康服务下乡体检车开进农村

2011 年，全市卫生系统
新增国家建设项目 12 个，争
取中央和省建设资金 5640 万
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新增固
定资产 1 . 07 亿元，其中专业
设备增加价值 4461 万元；清
理化解债务工作圆满完成，争
取上级化债专项资金 1185 万
元。深入推进“卫生强基工
程”，152 所医疗机构与 531
所下级医疗机构建立了对口
帮扶关系，有近千名医师到基
层开展帮扶工作，有 400 余名
乡镇卫生技术人员到二级以
上医疗机构进修学习，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明显增
强，大大方便了群众就医，群
众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市的
目标基本实现。

在农民健康服务行动中，
共为农民诊断疾病 19 . 06 万

人次，大型体检车开进农村，
健康体检 15 . 07 万余人次，
免费发放健康教育宣传材料
70 . 25 万份，建立农村居民健
康档案 42 . 06 万人份，为农
民节约医药费用 1140 余万
元，培训乡、村卫生技术人员
8000 余人次。市县两级健康
教育巡讲团定期深入机关、社
区、学校、机关事业单位开展
健 康 教 育 巡 讲 4 8 0 余 期 ，
70600 余人次直接受益。2011
年，全市卫生系统全力以赴做
好手足口病等传染病防控工
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手足口
病防控成为全省的亮点，手足
口 病 疫 情 比 2 0 1 0 年 下 降
50 . 62% ，重症病例比去年减
少 97 . 88% ；麻疹发病率全省
最低，其他传染病疫情稳定，
无暴发流行。

政协委员赵丽华谈医改：

提高村医待遇
留住基层人才

“公立医院改革最
终体现的是公益性，只
有政府加强投入，才能
提 高 医 务 人 员 的 积 极
性，尤其是提高乡村医
生的待遇。” 27 日，在
医药卫生小组的《政府
工作报告》讨论会上，
市政协委员、临清市人
民医院院长赵丽华的一
番话，引起热议。

随着政府加大对医
疗改革的投入，自今年 1

月份以来，全市 1 5 0 0 所
农村卫生室全部实施基
本药物制度，药品按照进
价卖。随着农村卫生服务
网络、医疗卫生队伍、合
作医疗制度的不断完善，
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明
显改善，药品取消加成，
基层卫生人员，尤其是乡
村卫生人员要求提高待
遇的呼声渐高。对此，赵
丽华在讨论组上提出了
提高乡村卫生人员待遇
的建议。

赵丽华说，只有解决
了乡村卫生人员待遇问

题，他们才会更加积极地
投入到医疗改革的工作
中，才能让卫生人才更好
的在基层服务患者。

另外，赵丽华说，
有的部门对农民健康服
务行动了解少，认为这
是医院的职责，不积极
参与。“一个村子一天
就 查 出 三 名 癌 症 患
者。”提起工作中的经
历，赵丽华表示，在进
行 农 民 健 康 服 务 行 动
时，一定要加强健康教
育 ， 引 导 居 民 合 理 膳
食 ， 改 变 不 良 生 活 习
惯。对于疾病，要做到

早发现、早治疗，以减
轻患者就医负担。

在讨论健康教育的
问题时，市政协委员、市
第三人民医院神经科主
任田友山也提出了他的
观 点 。田 友 山 说 ， 近 年
来，随着生活节奏不断
加快，有抽烟酗酒、暴饮
暴食等不良习惯的人有
所增多，患心脑血管疾病
的人数有上升趋势，加重
了患者负担，也占用了医
疗资源，采取健康教育是
防病治病最有效的方法。

本报记者 王尚磊
谢晓丽

政协委员探讨三无病人救助机制：

不管有没有钱
一定要先救人

政协委员宋玉平 政协委员徐爱青

2 7 日，在医药卫
生小组的《政府工作
报告》讨论会上，市
政协委员宋玉平建议
制定对三无病人的救
助机制，成为委员们讨
论 的 焦 点 。市 政 协 委
员、市卫生局副局长徐
爱青当场表示，不管三
无病人有没有钱，医院
要在第一时间对其进行
抢救。

在讨论会上，市政
协委员、莘县中医院副
院长宋玉平说，全市担
负急救任务的医疗机
构，常常会收治到三无

患者，医疗费用只能由
医院来承担。由于三无
人员没有家属签字，医
院在抢救危重患者时承
担了一定风险，必须制
定完善的救助机制。

参与讨论的委员们
建议，在收治到三无患
者时，医院要和民政等
部门联动，医院值班的
副院长要在手术单上签
字首先确保患者在第一
时间得到治疗，并让公
安部门备案协助调查，
如找不到患者的家属，
产生的医疗费用可申请
由民政部门拨款。

记者从聊城市人民
医院了解到，为救治三
无患者，医院垫付的医
疗费用每年都有数十万
元。该院医务处工作人
员说，几乎每个月急救
车都能接到三无患者。

“不管对方有没有
钱，发现患病的三无人
员医院要在第一时间救
人。”针对救助三无患者
医院垫付医药费的现
象，在讨论会上，市政协
委员、市卫生局副局长
徐爱青表示。

本报记者 王尚
磊 谢晓丽

政协委员赵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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