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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历“一本通”试行平淡开场

市民更盼影像检查“一单通”
本报记者 盛文静 崇真

讨要13万血汗钱

农民工爬上8米高铁塔
僵持6小时后拿到5万元现金

下午两点半，记者透过学
校外面的围栏看到，学校领导
和参与谈判的两个农民工正
从学校大楼里面向外走，一起
来到学校铁架子下面劝说庄
姓农民工下来。在确认已经能
够拿到血汗钱后，庄姓农民工
终于答应下来。这时距离爬上
铁架子，时间已经过去了6个
多小时。在一群农民工的搀扶
下，庄姓农民工走向学校的大
楼。

记者从参与谈判的农民
工那里了解到，在城阳区凤阳

路派出所的担保之下，学校与
农民工终于达成协议，学校先
付5万元钱现金，剩下的8万元
钱用支票支付，最晚在7月底
保证让他们拿到工钱。

记者随即采访了围观的群
众，问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时，
从潍坊来青岛打工的李先生告
诉记者说，这种方式虽不可取，
但实在是无奈之举。打官司的
话时间要一拖再拖，也不一定
能拿到钱，找政府寻求帮助，也
不知道怎么去找，农民工现在
讨要工钱实在不容易。

农民工拿到5万现金

记者采访学校遭拒
记者了解到，学校方面的负

责人已经在和来讨要工钱的农
民工代表进行协商，当记者试图
进入学校采访时，遭到学校门卫
保安的拦阻。“现在学校领导都

很忙，正在与农民工协商，不能
接受当面采访，你们只能等在外
面。”学校的一名保安告诉记者。
当记者试图让门卫打电话给校
方负责人时，遭到强烈拒绝。

农民工爬铁塔讨薪
1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城

阳区春城路612号的青岛华尔
文理学院，学校里面近八米高
的铁架子上趴着一个人，手里
举着白横幅，上面写着“华尔学
院还我血汗钱，孩子有病见死
不救”。学校附近围满了市民，
派出所民警和消防车也赶到了
现场，铁架子下面已经铺上了
专门用于营救的充气垫。

一个名叫高健的农民工告
诉记者，他们这一次来要工钱
的有十几个人，都是临沂市沂
南县人，爬上铁架子的那个人
姓庄，是他们的包工头，带领他
们来要三年前的工钱。“现在已
经下午1点钟了，庄大哥从上午
8点多钟就已经爬上去了，学校
方面不给我们钱，他肯定不下
来，真怕他坚持不住。庄大哥7
岁的孩子得了脑炎，一直没有
钱治疗，如果还有其他的办法，
他也绝对不会采取这种方式要

钱。学校如果不给钱，他肯定
不会下来。”高健担心庄姓农民
工坚持不住，显得很着急。
“2008年7月，我们承包了

青岛华尔文理学院的装修工
程，包括教学楼内的装修和学
校校园里面花坛建设的工程，
当时讲好的是包工包料，工程
结束的时候，学校方面一并把
工程款给我们。8月份，装修工
程完工，工程用料加上我们几
十个人的工钱，学校一共欠我
们40多万，学校一直不肯给我
们。我们一次次地来要，学校每
次也就是给几千块钱，三年来
一共只要来18万块钱。因工程
质量问题，学校扣了我们9万
块，还欠着我们13万块钱，一直
拖着不给。去年，学校给了我们
一张支票，可是到银行怎么也
提不出钱来，没有办法，只能采
取这种方式来要钱了。”高健无
奈地告诉记者。

据介绍，目前，青岛各医院
实行“一单通”，包括临床生化、
乙肝五项、血常规、尿常规等九
项检查项目，而花费较大的影像
检测项目，如CT、核磁共振、CI、
DI等并没有进入“一单通”。

为何影像检查项目进不了
“一单通”？青岛海慈医疗集团影
像科的李文华主任说，目前青岛
各级医院之间的影像检测设备
差距比较大，以CT为例，扫出来
的影像质量差别很大，有的医院
扫出来的片子非常模糊，看不出

细节，如果患者拿着模糊不清的
片子去别的医院检查，万一出现
医疗事故很难鉴定，所以医生都
建议患者在自家医院拍片子，设
备不在同一水平上，实现影像检
查互认很难。

青岛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
说，除了设备的差别外，病人的
病情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前些
日子拍的片子可能和现在的病
情不符，让病人再拍片子也是为
病人负责。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影像

检查项目纳入‘一单通’，条件还
不成熟，但明年或许能够成真。”
李文华表示，现在各级医院都在
购进新的设备，设备水平统一
了，就有了检查结果互认的基
础。

另外，记者从卫生局了解
到，目前卫生局正在筹建市管医
院信息化平台，通过信息平台，
医生只要输入患者姓名、密码，
在任何一家市管医院都可以调
出患者检查资料，更有助于检查
结果的互认。

明年影像检查项目或能互认

市民更关注影像检查能否通用

“能互认当然好，但影响不
大，这一本病历才多少钱呀，什
么时候CT、磁核共振这些影像
片和检查报告也互认就好了。”
来自平度的患者刘女士告诉记
者，因为腹部不舒服，她在平度
一家医院做检查，并拍了腹部

CT，因考虑到平度医院的治疗
水平有限，就带着CT片到市里
大医院检查，可是医生建议她
重新拍一次。“都是CT，干吗还
要再照一次？”刘女士表示不
解。

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除

了价钱比较贵的CT、核磁共振
检查之外，还有些比较难受的
检查，如胃镜、肠镜检查，做起
来非常不舒服，建议这样的检
查最好也能各院互相认可，为
患者省钱的同时减轻患者的痛
苦。

病历“一本通”确实很方便

7月1日是“一本通”试行的第
一天。上午，记者来到海慈医院，
挂号门诊已经排起了长队，不少
市民正在“一本通”上填写相关资
料。“这个病历在青岛其他医院都
能用？那可太方便了。”不少前来
就诊的市民表示。但记者采访发
现，对于“一本通”，大多数市民并
不是很熟悉，采访的10位患者只
有一位是专程来换新病历的。

下午3点多，在青岛市口腔医
院挂号处，记者看到，虽然挂号处
的玻璃上醒目地贴着可以购买
“一本通”的通知，但仍然少人问
津。一位前来就诊的市民说，口腔
医院原来的病历只要5角钱，而且
上面还有各科室情况介绍，所以
还是买原来的病历方便实惠。记
者从青岛八医和三医了解到，由
于新旧病历价钱一样，当天有部

分市民购买新病历“尝鲜”。
病历在各大医院可以通用，

不光在青岛市，在我省也是新鲜
事。青岛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
说，“一本通”可方便患者就医，
减轻患者负担，同时还能规范医
生诊疗行为，医生可根据病历了
解病人在其他医院的就诊情况，
了解患者的既往病史，对患者的
诊疗更加有利。

7月1日，岛城在全省率先试行病历“一本通”，当天，青岛市海慈、三医、八医、口腔医院都开始售出
新病历。记者采访了解到，对于一元钱一本的病历，市民除了觉得方便之外，认为省不了多少钱，他们
真正关心的是比较贵的检查项目如CT、核磁共振什么时候能够“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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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 1日讯 （见习记
者 张杰） 三年前给一所学
校搞内部装修，学校欠下农民
工近13万元工钱，三年来学校
一直拖欠不给。农民工无奈之
下，爬上近八米的铁塔，讨要工

钱。双方在僵持6个小时之后，
达成协议，学校先付5万元现
金，剩下的用支票支付，7月底
还上。在铁架子上站了近六个
小时的农民工终于被劝了下
来。

在海慈医院，市民拿到了“一 本通”。 本报记者 盛文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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