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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诊所医疗垃圾能否一天一收
昨日，烟台市卫生局举行了听取群众意见座谈会，代表们各抒己见
本报记者 孔雨童

25日上午，烟台市卫生局在联通大厦举行了听取
群众意见座谈会。来自卫生、基层、政协各领域的13位
代表建言献策，围绕烟台公立医院医改、食品安全等多
个问题展开，其中“健康医疗知识宣传”和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的诸多问题成为代表们关注的焦点。

芝罘区人大代表、烟台
市口腔医院院长戚仁才提
出，应妥善解决医疗垃圾的
处理问题。

“我走访了十几家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戚仁才说，门诊
医疗垃圾的处理需要签订合
同，但合同签订后医疗垃圾一
周来拉一次，部分诊所的医疗
垃圾半个月来拉一次。对于小
诊所来说，因为不像大医院一
样有存储垃圾的空间，堆放在
室内气味难闻，随意丢弃违法
违规，且容易造成二次污染。

“小诊所的垃圾能不能和生活
垃圾一样也天天收？”

对此，芝罘区卫生局局长
李文说，基层或小诊所医疗垃
圾处理一直比较难解决,在医
院内部处理由医院负责，出了
医院的门由环保部门负责。

为管理医疗垃圾，卫生
部门要求只要申请开办基层
卫生服务机构，必须先与环
保部门签订垃圾处理的协
议，同时要交费，这样环保会
有专门的部门来收垃圾。但
是因为医疗机构点比较多，
比较散，及时收垃圾限于人
力物力，实现原则上的一日
一清有难度。李文说，这个问
题目前正在协调。

会上，烟台市第一职业中专教
研室主任杨文芝提出了“医院信息
化工程”的问题：“我们能不能更多
的网上问诊？”

市卫生局副局长栾材富说，去
年卫生局专门针对医院信息化发
了文，要加强医院信息化建设，提
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工作效
率，方便快速的服务老百姓。

栾材富介绍说：“提出了要求，我
们也有实现目标的时间。按计划，到
2014年我们的二级以上医院实行数字
化，到今年六月是实施计划的第一
年。它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技术工程。
像毓璜顶医院有80多个项目，80多个
子系统，用的软件是十多家软件公
司，要在一个平台上无障碍的运行，
可以想象其中的难度。”

另外，栾材富强调，医院的信息
化不能等，要抓紧时间实现信息化，
这是为了保证医疗质量和效率，方便
老百姓。“我们要加快二级以上医院、
民营医院的信息化建设。”

栾材富在会上透露，去年十月
份已经完成了《烟台市卫生信息化
总体规划》，目前这个规划正在审
批。

2014年，二级以上医院实现数字化

在座谈会上，还有代表关注如
何解决医患矛盾，市畜牧兽医工作
站李渤南就提出，当今社会医患矛
盾突出，原因究竟在哪，该如何解
决？

市卫生局医政科科长张葵阳
说，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逐步发
展，但医疗体制改革滞后，与目前
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不适应。医疗
体制、机制出现问题，很多医患矛

盾集中在医院和医务人员身上。
在张葵阳看来，医患矛盾的发

生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由于医学
的特殊性、局限性等，医务人员在与
患者沟通过程中，容易引发矛盾。此
外，还存在极少数医务人员服务不
到位、医德败坏。另外还有来自社
会、舆论等方面的压力。

对此，张葵阳认为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来解决，构建和谐医患关

系；积极推动医改，惠及百姓，缓解
医患关系；医院建立沟通机制，让
患者了解医疗的局限性和治疗过
程中的不可预知；加大宣传力度，
评选烟台十大医界名人，树立正面
形象，让百姓了解到卫生部门确实
为老百姓服务；市委市政府重视，
出台医疗纠纷处置办法，市县建立
第三方医患纠纷解决平台，由综治
办负责。

关注医患矛盾，解决需多方努力

小诊所医疗垃圾能否一天一收

芝罘区防疫站传染病防
治科科长张诗琴在座谈会上
提出：“烟台在食品安全风险
监测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市卫生局副局长邹志
强对此介绍说，烟台从2010

年开展食品安全监测工作，
由市疾控中心承担。2011年
主要监测污染物、致病菌，
对整个产业环节从初始农
产品、到加工等多个环节进

行监测，检测样本1306份，获
得监测数据5473个，全省第
一。

从监测情况看，整个食
品安全质量总体合格率91%

以上，表明烟台食品安全。今
年起，将在食品安全监测的
品种、数量方面增加，并把结
果按照程序汇报政府及有关
部门，有针对性的对评估、预
防等方面提供数据。

烟台食品安全质量总体合格率91%以上

座 谈 会 现
场，来自各个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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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建言。 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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