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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省城城医医院院三三年年内内看看病病““一一卡卡通通””
不用去一家医院办一张卡了，今年先整合市级医院

省省公公安安厅厅公公布布首首批批终终身身禁禁驾驾名名单单
144人“榜上有名”，后期还将分批次公布名单

本报2月15日讯（记者 王
兴飞 实习生 周鑫） 2月15
日，记者从山东省公安厅获悉，
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正式向社
会公布了首批全省144名终身禁
驾人员名单。另据公安部门统
计，2014年度，山东省公安机关
共吊销机动车驾驶证6855个。

144名终身禁驾人员名单显
示，驾驶证发证机关所在地为济
南的有12人、青岛13人、淄博12
人、枣庄11人、东营13人、潍坊9
人、泰安12人、威海13人、德州9
人、聊城16人、临沂8人、莱芜5

人、菏泽7人、日照和滨州各2人。
144名驾驶员被处以终身禁

驾的原因分析显示，128人因交
通肇事逃逸；2人因酒后驾驶发
生重大交通事故；14人为醉酒驾
驶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此次发布也是省公安厅首
次对外发布全省终身禁驾人员
名单。据了解，2月5日，山东省公
安厅召开的全省电视电话会议
上，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毕宝文
表示，今年全省公安部门将开展
七类重点车辆和七种违法行为
的集中整治行动，春节前也将正

式公布一批终身禁驾人员名单。
此次会议后，省城济南和青岛等
地已开始陆续对外发布辖区终
身禁驾人员信息。

“此次对外发布的144名终
身禁驾名单，只是去年全省范围
内查处的终身禁驾人员的一小
部分。”山东省公安厅交管局一
名人士表示，后期，省公安交管
部门还将陆续对终身禁驾人员
名单分批次对外发布。

据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
条、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安机

关对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
犯罪、饮酒后或醉酒驾驶机动车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两
种情形作出终身禁驾的处罚。吊
销机动车驾驶证主要涉及饮酒
驾驶、醉酒驾驶、超速行驶等交
通违法行为。

目前，山东省公安机关正在
深化开展道路交通“七类重点车
辆、七种违法行为”集中整治行
动，七类重点车辆是指：客车、货
车、危险品运输车、校车、农村面
包车、渣土车、低速载货汽车。七
种交通违法包括：超员、超载、超

速、疲劳驾驶、酒驾、毒驾、涉牌
涉证等交通违法行为。公安部门
提醒广大驾驶员遵守交通法规，
安全文明出行。

名单见本报网站
链接：http://www.qlwb.com.cn/

2015/0215/320902 .shtml

去年审批“二孩”

生育证22365件

本报济南2月15日讯（记者
李钢） 记者从15日召开的济南
市卫生计生暨中医药工作会议上
获悉，截至2014年12月底，济南市
审批单独两孩生育证22365件。
2014年度济南全市出生83376人，
而2013年济南市共出生新生儿7
万余。为落实计生政策，济南市将
进一步完善利益导向政策，提高

“失独家庭补助”等标准。
2014年，“单独两孩”政策在

我省正式落地。济南市出台《济南
市生育证审批工作规范》，审批时
限由省里规定的30天缩短为17个
工作日，对人户分离人员办证不
再要求回户籍地开具书面委托
信。截至12月底，审批单独两孩生
育证22365件。2014年度全市出生
83376人，比去年新生儿增加1万
多人。据了解，2013年济南市共出
生7万多个新生儿。

据悉，2014年，济南市独生子
女死亡家庭的扶助经费由每人每
月135元提高到400元；独生子女
伤残家庭的扶助经费由每人每月
110元提高到城市270元、农村150
元。而市中区、槐荫区的独生子女
死亡家庭的扶助经费每人每月提
高到600元；历下区、市中区、槐荫
区独生子女伤残家庭扶助经费均
实现城乡统一，分别提高至270
元、270元、300元。

今年按照省里的要求，独生子
女死亡家庭扶助标准由每月400元
提高至500元，将城镇和农村独生
子女伤残家庭扶助标准由每月270
元、150元统一提高至400元。

难题

各医院“婆婆”不同

信息互通很复杂

“近些年，各医院尤其
是大医院，都在发展自己的
信息化系统，但要发挥信息
化更大的作用，关键是要实
现互联互通。”省城一家医
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要推进
就诊信息的互联互通就需
要顶层设计。

“推行就诊信息互联互
通，各医院的积极性不一，
首先是各医院信息化系统
不同，整合需要很大的费
用。”一家医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这使得不少医院积极
性不高。“所以，我们提出多
渠道筹措资金。”齐先文介
绍，济南市将通过与银行等
合作，利用济南市政府的网
络平台降低费用，医院承担
一部分等方式解决资金问
题。

除了资金、技术等限
制，在省会城市推行就诊一
卡通还存在独特的困难。

“即便在市级医院实现了
‘一卡通’，其他各类医院，
比如部属医院、省级医院以
及各单位医院不加入，仍会
存在很多‘孤岛’。这正是省
会城市的复杂之处。”一位
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 李钢

“去一家医院就要办一
张就诊卡，家里每个人都好
几张。”各大医院推出的就诊
卡或医卡通，在方便患者就
医的同时，也让市民被卡所
累。这种情况有望得到改变。

今年，省城计划整合市
级医疗机构就诊卡，适时推
出全市通用的居民健康卡。

本报记者 李钢

方案 先在市属医院推，逐步覆盖省部属医院
“相比发达地区，我们医疗

机构的信息化水平还是有不小
差距。”15日，在济南市卫生计生
暨中医药工作会议上，济南市卫
计委有关负责人对省城医疗机
构信息化的现状毫不讳言。

为提高省城医疗机构的信
息化水平，济南市提出利用三年
左右时间彻底改变信息化现状。
济南市卫计委党委委员齐先文
介绍，今年，将以统一济南市卫

计委直属医疗机构信息系统软
件为重点，进一步完善社区卫生
计生信息平台功能，年内初步实
现市级医疗机构检验结果、就诊
信息的互联互通，整合市级医疗
机构就诊卡，适时推出全市通用
的居民健康卡。

“我们正在和医保等相关部
门沟通，计划推出具有医保功能
的居民健康卡。”对于现在各医
院就诊卡不统一的问题，齐先文

介绍，济南市计划先推出在济南
市各医疗机构通用的居民健康
卡，然后逐步覆盖省城的省部属
医院。

此外，济南还将推进全市统
一的预约挂号系统、医疗卫生微
信服务平台建设。齐先文预估，患
者至少可以缩短40-60分钟的等
候时间。齐先文介绍，济南市还将
整合共享全员人口信息、电子健
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三大数据库。

探访 一家医院就办了好几张就诊卡
随着信息化普及，近几年，省

城各医院都推出了就诊卡或者医
卡通。这些信息化手段在方便患
者的同时，也因各个医院信息互
不联通，也给患者带来了一些“烦
恼”。

“不得不承认，有了医卡通确

实有的地方方便了不少。”正在省
立医院就诊的市民梁广利就体会
到了医卡通带来的一些便利，“不
用反复划价，缴费了，排队少了，要
是卡里充了钱，直接就能缴费。”

然而，这个方便是有前提的，
那就是患者必须在同一家医院就

诊，并且不能丢卡。“一旦丢了卡，
只能重新办一张，有时候来就诊，
不一定记得带原来的卡，这样有的
医院就办了好多。”梁广利说，“更
关键的是，每个医院的卡各不相
同，不能通用。这样卡里面的检查
信息、就诊记录等根本没法共享。”

一位市民手中各个医院
的就诊卡。

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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