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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患者入院，医院犯了愁
医院：希望相关部门能发起呼吁共同关注“三无”患者的住院问题

“三无”患者，谁来管？

“三无”患者是指无经
费 、无 身 份 ( 姓 名 和 居 住
地)、无责任承担机构(或人
员)的患者。多数为交通事
故受伤人员以及外来人员，
无法定监护人、无经济来
源、无家可归的人，无能力
解决自己的医疗及食宿费
用、无亲友供养、又无法享
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农
村“五保”供养的城乡流浪
乞讨人员等。

“三无病人”入院，大部
分医院都会接收并进行救
治，但医药费没了着落。

他们来自哪些人群

东营市人民医院急诊
科任爱农主任告诉记者，医
疗欠费的这些“三无”患者
中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
交通事故和突发事件的患
者占了大多数。他们在城市
里有的联系不到亲戚朋友，
有的没有亲戚朋友。呼吁进
一步健全医疗保障体系，让
现代医疗制度惠及每一位
老百姓，“三无”患者更需要
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尽快建
立和完善社会救助体制和
公共救助基金制度。

医院该如何应对

东营市人民医院急诊
科就“三无”患者专门制定了

《“三无”病人收治管理制度
暂行规定》，其中包括必须接
受“三无”患者，不得以任何
理由拒绝救治“三无”病人，
并给予适当诊治，保障“三

无”患者的基本人权和基本
医疗，避免发生纠纷等9条规
定，并积极配合公安、救助
站等部门为“三无”患者提
供医疗服务。胜利油田中心
医院也对“三无”患者以及
病危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把
救人工作放在首位。

谁来为他们买单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党
群工作部的夏主任告诉记
者，中心医院差不多每年都
会有三四例“三无”患者，花
费医院数万元的医疗费用。
真正意义上的“三无”患者
的人数和医疗费用都有很
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有一部
分病人是在后来的时候又
联系到了他们的家属。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
外来的打工者越来越多，城
市中的“三无”患者较往年
也就明显增多，“三无”患者
的医疗欠费已经成了每个
医院都会存在的现象。有些
人病好了之后欠下大量的
医疗费不辞而别，也有些病
人被医治好以后，还长期吃
住在医院，占用紧张的医疗
资源。现在发达国家有比较
健全的补偿机制，像“三无”
患者这种特殊病号的医疗
费用问题都会由社会慈善
机构和各种基金会来向医
院支付。这样医院就会在不
承担任何风险的前提下更
好地发挥自己的救治作用。
我国的部分大城市也借鉴
了这些成功经验。

本报记者 任小杰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任小杰) 5日早上，
东营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接到求救电话，东方明珠
小区工地有一名受伤男子意识模糊，说话不清楚
需要急救。据了解，该男子在东营没有亲戚朋友，
现已住院。截至目前，医院仍在联系救助站。

5日早上，东营市人民医院的急诊室接到110

民警打来的求救电话，在东方明珠小区工地里有
一中年男子精神异常，说的话听不清，受伤严重，
随后该男子被送到了急诊室。医生发现，该男子
臀部还有大腿的外侧受伤都很严重，手、脚都出
现严重浮肿。通过输液、保暖、抽血化验、心电图
等各项辅助检查后，男子意识开始清醒。

6日中午，记者来到了人民医院13楼的创伤
外科，杜生富主任正在给他喂粥。男子背上枕着
一件破烂的上衣躺在病床上，下身只穿着一条秋
裤。胳膊和手上都多处受伤，并严重浮肿。杜主任
安排护士给他买的包子他也一直吃不下，只是早
上吃了4个香蕉。

经过询问得知，该男子是从黑龙江绥化来东
营打工的，平时就在八分场劳务市场找点零工，
有时也做钢筋工，10年前离异，现在也没有家人。
4日晚上，他喝了点酒，之后的事情记不清了。创
伤外科杜生富主任告诉记者，他在三个月前被钢
筋砸伤过，身体状况不太好，有时会突然头晕。他
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平时打工挣的钱大部分用在
了吃住上，由于和他沟通有困难，医生并没有问
到有用信息。

8日下午，他的身体状况好转了许多。康护士
长给他买了裤子和鞋子，他说出去溜达一圈，但
是到记者截稿时他还没有回到医院。

杜主任说，近几天先把病房给他留着。像这
样的“三无”患者，创伤外科几乎每年都会接到。目
前，杜医生已联系了市救助站，并希望相关部门能
发起呼吁，共同关注“三无”患者的住院问题。

1 .本报2010年12月15日B04版刊发了《一流浪汉雪地过夜被冻僵》的消息，一名流浪汉雪地过夜被冻僵，在人
民医院急诊室做了CT、心电图和常规等各项检查，经医院抢救已脱离了生命危险，由于不愿接受救助，未痊愈就
离开了医院。

2 .本报2010年12月17日C06版报道了《坠楼女孩住院百日愁坏大夫》的消息，坠楼女孩住院百日愁坏大夫，家
人不接收，医院已垫付万元医疗费。东营市人民医院接到120急救电话称，一个名叫小薇(化名)的女孩从居民楼四
楼摔下，全身多处骨折。这个女孩在人民医院住了一百多天，花费一万多元，最后被送往户籍地西安的救助站。

3 .本报2011年06月24日C04版报道了《流浪汉路旁突发心脏病》的消息，一流浪汉路旁突发心脏病，与民警、
医生僵持4个小时后独自离开。120急救中心的救护车一天内为该男子出诊三趟，最后该男子同样是由于不愿意
去救助站而独自离开。

杜主任正在帮助患者进食。 本报通讯员 任爱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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