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买药药逐逐步步取取消消加加成成，，生生病病无无需需再再““硬硬扛扛””
走过30年，药品零差价、医保有报销，百姓看病不那么难、不那么贵了

对于一个人来说，30年意味着而立；对
于一座城来说，30年意味着更多。就医疗方
面来看，床位增加、医保完善、药价降低……
这些都在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而越来越惠及
民生。

细数走过的30年，本报同大家一起分享
烟台的医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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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30年

烟台病床增3倍

“30年前，很少有人因头疼脑热去医院。”
家住海滨小区的70岁老人吕其伟回忆说，一
般都是有大病了，才到医院去看病、住院，不
像现在，“医院都像大商场似的，全是人。”

相信吕其伟老人说出了很多市民的心
声。近几年，走进毓璜顶医院、烟台山医院、
烟台市中医医院、解放军第107医院等市区
大医院，见到走廊里不加床的科室那都是
稀罕事。

记者查阅《烟台年鉴》发现，在1984年
医院床位数是10007张，在2004年医院床位
数是17898张，截至目前，烟台市卫生局公布
的医院床位数是41700张。

一方面是医院治疗数量的增加，另一
方面是烟台市医疗单位的变化。《烟台年
鉴》统计显示，在1985年全市各医疗单位
11872个，按照隶属分：市属院(所)13处，县属
院65处，乡镇医院238处(包括县分院115处)，
村卫生室9763个，初步形成市、县、乡(镇)、
村医疗网络。

截至目前，烟台市有各级医疗卫生机
构5333处。其中，医院151处，乡镇卫生院122

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237处，村卫生室
3251所，诊所、卫生所、医务室1442处，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14处，卫生监督所14处，专科
疾病防治院(所、站)17处，妇幼保健院(所、
站)14处，采供血机构1处，急救中心1处，其
他卫生机构18处。

“如果把1984年的医疗形式比成医疗
网络的雏形，那么30年后的医疗网络已经
更强、更大、更细化。”烟台市卫生局的工作
人员介绍说。

资源更均衡

门口就能看大病

4月初的清明节，家住牟平区的市民孙丰
跟往年一样，带着妻儿驱车回到农村老家拜
祭几年前因羊癫疯去世的母亲。

“一旦发病，谁都不认。”孙丰回忆说，为
救治母亲，当初他们筹借了2万元带母亲到北
京治病。但远远高于2万元的“天价”医药费给
了他当头一棒，兄弟几个被吓得“灰溜溜地从
北京跑回了老家”。

“如果母亲能再坚持几年，在家门口就能看
到北京的神经外科专家了。”孙丰看着眼前即将
投入使用的新的滨医烟台附院，他说，邻居家的
小儿子也是羊癫疯，在滨医烟台附院(旧址)做了
手术，花了2万多，现在和正常人一样。

孙丰说，在家门口就能挂上北京专家号，
这在以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岁月更迭，随
着烟台医疗技术的持续发展、医疗资源的均
衡，孙丰想都不敢想的事就这样成了事实。

其实，早在1992年，烟台市政府就开始整
体布局谋划医疗均衡问题，让中医医院从建
德街搬迁到当时尘渣四起的幸福一带。经历
此次变动的烟台市中医医院国医堂主任医师
陈澄远回忆说，当时的幸福附近仅有一个村
落，如今已一片繁华。

为解决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市区中、南、
西北、西南部，而东部医疗资源欠缺的实际问
题，烟台市积极做工作，将滨医烟台附院引入
牟平区。“滨医烟台附院落地牟平，对烟台市
医疗资源的格局均衡、东部经济发展起到决
定性作用。”牟平卫生局局长孙昌琪说。

药品零差价，买药负担轻不少

为防止“因病返贫”，烟台所有
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实
施基本药物制度。基本药物集中招
标采购、统一配送，几百种基本药
物和非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医
疗保障药品报销目录，并实行零差
价销售，有效解决居民“买药贵”的
困难。

作为烟台市县级公立医院改
革试点市，龙口和蓬莱市5所试点
医院从2013年1月1日起，全部实行
药物零差率销售。

“去年春节过后，到医院买药
的人明显增加。”龙口市人民医院
门诊导医李丽说，有时药房的工作
人员都要早到晚退。

在蓬莱市人民医院门诊大厅，
部分不经常看病的市民没有完全
感受到药品零差价带来的实惠，但
对于定期来开心血管药的市民徐
秀英来说，感受颇深。

“复方丹参滴丸原来29块8毛

钱，现在25块9毛钱，便宜近4块钱。
买这一次药，就比以前能便宜近百
元。”徐秀英说，药品零差价，他们
这些需要常年服药的中老年慢性
病人获益最大。

蓬莱市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陶
萍说，一些治疗实体肿瘤的药，动辄
几百、几千甚至上万元，15%的药品加
价是很大的数额。自2012年5月，先是
150种基本药物将15%的价格砍掉，同
年6月底，基本药物全部按进价销售。
10月8日，降价涉及到200种非基本药
品种；2013年1月1日，其他共806种非
基本药物，包括613种西药品种和193

种中成药，全院共1481种药品全部纳
入零差率销售。

记者从烟台市物价局获悉，在
2014年价格改革中，烟台县市区公
立医院价格改革由点到面全面铺
开，将加快推进莱州市、招远市、海
阳市、长岛县公立医院的价格改
革，取消药品加成，减轻患者负担。

“30年前，很少有人因头
疼脑热去医院。”

——— 吕其伟

“如果母亲能再坚持几
年，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北京的
神经外科专家了。”

——— 孙丰

“小病拖，大病扛，病危等着见阎王。”一
句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是老百姓反映“看病
贵”的一个缩影。昂贵的医药费已让无数家
庭短期内陷入了贫困。

市民吕其伟告诉记者，在上世纪80年
代，他的儿子患传染性肺炎到烟台市传染病
医院就诊，住院将近一个月，花了二三十块
钱。“应该相当于现在四五千元吧，那时候费
用都是自己全部承担的。”吕其伟说。

在2010年前后，吕其伟听说朋友的儿子
患肺炎在传染病医院接受治疗，“费用花得
不少，但是由政府补贴一部分、新农合报销
一部分，最终个人只承担了2000多元钱。”吕
其伟说，30年前，普通老百姓看病全是自己
掏腰包，现在政府承担一部分，减轻不少压
力。

一系列政策的实施让城乡居民真切感
受到医保给他们带来的实惠，2013年再出新
规，山东省内异地就医可即时结算，其中烟
台包括毓璜顶医院、烟台山医院等七家医院
纳入异地医疗联网结算平台，省去了患者异
地就医报销医药费的诸多麻烦。

生病不再扛

医保作后盾

据《烟台年鉴》显示，1948年人口平均预
期寿命仅35岁，死亡率高达31 . 9‰。据1990年
统计，人口死亡率已由1948年的31 . 9‰，下降
到4 . 75‰，下降了27 . 15个千分点。

“之前死亡率高、寿命短，一方面是治疗
水平有限，另一方面则说明了预防意识差。”
烟台市疾控中心预防免疫科科长李波说。

“之前，接种证的办理都是新生儿出生1个
月后，到接诊门诊办理第一次接种。”市疾控中
心副主任姜梅介绍，现在接种证直接进产房，
新生儿一出生就有自己的接种“档案”。

“自2012年开始，接种证前延到产科，这样
能保证预防接种从源头开始，一个也漏不了，
尽早产生免疫保护。”李波说，全市共有59个产

科接种室，18处大中专院校接种室，11处大型厂
矿企业接种室，11个特殊人群接种室。

“不少市民反映，接种门诊服务半径大、
距离远，尤其是农村地区。”李波说，因此，最
新要求城区接种门诊服务人口控制在5万，
服务半径不超过3公里。全市新增接种门诊
27处，新增固定接种站28个，要求各地在4月
份之前完成全年规划任务的50%，在9月底之
前完成全部新建、扩建任务。

来自市疾控的统计显示，自1963年实施
预防接种以来，全市脊髓灰质炎、白喉、流
脑、乙脑、麻疹、百日咳六种传染病累计减少
发病521 . 9万人次，减少致残201213人，减少
死亡89723人。

预防接种，烟台减少死亡近9万人

本报记者 宋佳

刊头题字/报道顾问：杨金镜

1986年，毓璜顶医院投资428万元建成了内科病房楼及连廊，建筑面积10669平
方米。近30年过去了，如今的毓璜顶医院占地面积4 . 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4万余平
方米，开放床位2200余张，年门诊量160万余人次，成为烟台市最大的综合性医疗保
健中心、三级甲等医院、烟台市涉外定点医院。

已是古稀
之年的市民吕
其伟，回忆起30

年来烟台的医
疗变化，滔滔不
绝。 本报记者

宋佳 摄

··今今日日烟烟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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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最初迁址到幸福一带时的荒凉情景，烟台市
中医医院国医堂主任医师陈澄远频发感慨。 本报记者

宋佳 摄

如今的毓璜顶医院。 院方供图

1986年的毓
璜顶医院。 (资
料片)

自自11999922年年以以来来，，烟烟台台市市连连续续六六
次次获获此此殊殊荣荣，，与与苏苏州州市市共共同同成成为为全全
国国获获得得““六六连连冠冠””的的两两个个城城市市。。““全全
国国社社会会管管理理综综合合治治理理优优秀秀城城市市””由由
中中央央综综治治委委、、中中央央组组织织部部、、人人力力资资
源源和和社社会会保保障障部部每每四四年年评评选选一一次次，，
是是彰彰显显城城市市美美誉誉度度、、社社会会和和谐谐度度、、
群群众众满满意意度度的的重重要要““金金字字招招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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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烟台医疗
俗话说：“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一座城市的医疗保障水平，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这座城

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在统计部门关于城市居民消费指数调查中，人均医疗保障支出一直是一
项重要的调查内容，它一方面体现着市民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化，也反映着一座城市的医疗水
平。

30年来，烟台的医院数量不断增多，医生队伍不断壮大，床位数也随之增加。市民在享受
这座城市日益健全的医疗服务的同时，也感叹道：身边医院30年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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