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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先看病后付费，没有一人赖账
聊城两医院新诊疗模式运行数月“松了口气”

本报聊城6月6日讯(记者
王尚磊 刘铭) 今年聊城

先后有两家县级医院实行先
看病后付费的诊疗模式，患
者住院前无需先去筹钱交押
金，而是出院后再结算，家庭
实在贫困拿不起钱也不要
紧，可以办理分期付款。开始
时医务人员担心会因此造成
不少欠账，如今几个月过去

了，令医院欣喜的是，至今没
有一个患者欠费赖账。

6日，老家许营的付桂娥
在东昌府人民医院的病房内
照顾她的家属。付桂娥说，她
婆婆身体不好，在住院前，她
就凑了钱来医院看病，没想到
医院的大夫告诉她，现在实行
了先看病后付费，只要填张

《住院病人出院结算协议书》

就行。付桂娥的婆婆入了新农
合，在医院花了两万多元，出
院只需交8000多元就行。

东昌府人民医院农合办
主任田金梅介绍，按照以往
先交钱后看病的办法，从入
院交押金到治疗过程中预交
医疗费直到出院，平均需要
患者自己垫支费用 3500元
(一般需要垫付一两千元，重

病患者可能要垫付一两万
元)。但从今年3月份，医院实
行先看病后付费的模式后，
病人在办理入院手续时，不
用交任何费用，这大大减轻
了患者的负担。

今年1月1日，东阿县人
民医院率先在聊城实行先看
病后付费的诊疗模式，之后，
东昌府区人民医院在3月份

也实行该模式。东昌府人民
医院农合办工作人员介绍，
最近三个月，住院患者2353
人次，医院累计垫付住院押
金1491万元，没有一名患者
欠费赖账。同样，东阿县人民
医院的负责人也表示，5个月
以来，没有一名患者恶意拖
欠医院的费用，只有个别家
庭贫困的患者实在无法一次

性付清医药费，医院为他们
办理了分期付款。

据介绍，要是真遇到了
患者恶意逃费，医院除了要
扣押患者的医保证外，还会
与医保、新农合管理部门联
合将其列入黑名单，患者在全
区(市)范围内将不再享受医
保、新农合报销待遇。这样也
起到了很好的约束作用。

出生记录显示健康

男婴出生四天后死亡
是不是误诊引发医患纠纷

本报临沂6月6日讯(记
者 李晖 徐升) 日前，苍
山县一男婴出生后第四天在
医院死亡，而《婴儿出生记
录》显示该男婴各项指标健
康，家人据此认为是院方诊
断失误延误了治疗时间。院
方则称婴儿可能是宫内感染
肺炎，而《婴儿出生记录》上
的检查结果，只是出生1分
钟或5分钟的健康状况。

6月 5日，记者在苍山
县见到了婴儿的父亲蔡广
立及家人，看到《婴儿出生
记录》显示婴儿的心率、呼
吸等项目检查结果皆为正
常。蔡广立说，5月25日晚
上6点50分，他的妻子在苍
山县妇幼保健院剖腹产下
一名男婴，婴儿出生后，医
护人员称婴儿一切正常，只
是有点缺氧。“医护人员说
完这句话以后就走了，问是
怎么回事也不说。”蔡广立
说，把婴儿抱回病房，大约
半个多小时后，就发现婴儿
不停地哭，而且嘴唇和身上
都发青。蔡广立说，医护人
员在看过婴儿后，让家人马
上把婴儿送到儿科的重症
监护室吸氧。

“重症监护室不能随便
进入，医护人员说如果有情
况就打电话通知我。”蔡广

立说，当天夜里并没接到院
方医护人员的电话，以为婴
儿已经没事了。可 26日凌
晨，他接到医护人员打来的
电话称，婴儿需要打针。“婴
儿用了呼吸机后，病情似乎
有些好转，但不久病情就进
一步恶化了。”蔡广立说，5
月 27日，院方请到了市级
医院的专家前去诊断，经专
家诊断，婴儿患有肺炎。5
月28日上午10时许，在婴
儿出生后的第四天，因抢救
无效死亡。

“婴儿在接受治疗期
间，医生说婴儿可能患有心
脏病或肺炎。既然婴儿病情
严重，医护人员却一直让婴
儿吸氧。”蔡广立认为院方
没有采取其它治疗方式，耽
误了婴儿的最佳治疗时间。

6月 5日下午，记者来
到苍山县妇幼保健院，该院
负责人赵院长介绍，《婴儿
出生记录》上的检查结果，
只是婴儿出生1分钟或5分
钟的检查结果，不能代表婴
儿以后的身体状况。

岛城有个穿梭在深山绿水间的“红马甲”医疗服务队

他们是贫困患者的“家庭医生”
本报记者 刘腾腾 本报通讯员 宋娜 张文娟

进山为八旬老人看病

6日早上7点半，“红马甲”医疗服
务队的志愿者、第三人民医院的神经
外科医生宋忠伟驾车带上两位同事
后，便赶往离家20公里的崂山区王哥
庄街道，与王哥庄中心卫生院的医生
们会合后，一行人便立即赶往青山社
区为住在社区里因脑中风而导致偏
瘫的唐桂花老人查体、送药。

青山社区位于崂山区最东南端，
这一带地域狭长、山路崎岖，唐桂花
老人就住在半山腰上，车辆无法驶
入。志愿者们在盘山公路上行驶了半
个多小时后，只得提着医药箱和各种
检测设备在半路下车，走十多分钟的
山路，来到老人的家中。

老人今年80岁了，多年前就患
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一年前
还因脑中风导致偏瘫，从此就卧床
不起，几个月前，志愿者们了解到
老人的情况，便自发来到老人家中

为老人诊断。
一到老人家里，这些医护志愿

者们就打开医药箱，拿出血压计、
血糖测量仪为老人测量起来。“最
近感觉怎么样？右胳膊有知觉了
吗？”在同事们为老人查体时，宋忠
伟握着老人的右手问道。躺在病床
上的老人不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
想法，只能不停地说着“谢谢，谢
谢”。

每天骑车为偏瘫老人针灸

当这批“红马甲”在王哥庄街
道奔波为出行不便的山村老人上
门看病时，另一个“红马甲”、沙子
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
大夫孔存广也正忙着赶往社区居
民王爱芳老人的家中为她针灸治
疗。老人今年67岁了，去年4月份，
老人突发脑出血，手术治疗后留下
了偏瘫的后遗症，从此卧床不起。
孔医生了解到老人的情况后，赶往

老人的家中为老人针灸治疗。
每天5点半下班后，孔存广便

带着设备、骑着自行车赶到老人家
中，为老人进行半个小时的针灸治
疗，治疗完成后又为老人做半个小
时的康复训练。直到晚上8点多钟
才能回家。两个月后，老人逐渐能
够吞咽非流质的食物，四肢也开始
恢复知觉。“当时看到治疗有了效
果真是觉得有莫大的动力，便一直
坚持了下来，希望老人有一天能够
自由活动。”

谈到加入“红马甲”医疗服务队
的原因，孔存广告诉记者，目前基层
的医疗资源匮乏，山村里病人多医生
少，“住在深山里的一些孤寡、空巢老
人出行不便，有病却无法治疗，非常
可怜，便想帮一帮他们。”孔存广说。

目前，崂山区在全社会范围内
征集“红马甲”，“我们希望成为青
岛的第二个‘微尘’品牌，呼吁更多
的爱心人士参与到公益事业中
来。”志愿者们说。

青岛出租车油补每车1.8万

本报青岛6月6日讯(记
者 赵波) 6日，青岛出租
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发放
2011年的燃油补贴，每车
18394 . 99元，比2010年多
出 6000多元，创下青岛历
年燃油补贴新高。

“今年补贴又涨啦！”6
日上午10时许，在南京路
上的中青出租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出租车驾驶员们
得知今年燃油补贴又提高
了格外高兴。

青岛市出租汽车有限
公司的张寿猛说，青岛市
财政局发布了关于 2 0 1 1

年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
贴清算资金支出预算的通
知后，他们立即筹备资金，
6日上午 10时正式向驾驶
员发放，按照市财政局的
补贴标准，每辆出租车可
领18394 . 99元。青岛市出
租 汽 车 有 限 公 司 共 有
1010 辆出租车，当天 300
多辆车的补贴发放到驾驶
员手中。“今年我们公司仍
然向驾驶员发 1 0 0 0 元的
现金，全部为一元纸币，方
便驾驶员找零钱用，其他
金额全部转到银行卡中。”
张寿猛说。菏泽人大捐资助文艺下乡

1200万元演出设备送给基层剧团和文艺团体
本报菏泽6月6日讯(记者 李德

领) “这次终于有了新车，我们计划
先在郓城各个乡镇巡回演出，多给家
乡的父老乡亲送节目。”6日上午，郓
城县山东梆子剧团团长冀梅霞代表
剧团接受了菏泽人大捐赠的一辆崭
新的演出车后说。像她一样，还有10
家剧团收到了流动舞台车，另有200
余家大小基层文艺团体获得音响、乐
器、服装等捐赠，总价值超过了1200
万元。

菏泽是著名的戏曲之乡，剧团

众多，他们常年行走于乡村、城镇
之间，为最基层的老百姓演出。但
演出服装破旧、设备老化、音响差
等诸多因素，使得剧团在“送戏下
乡”时，演出效果大打折扣。有的剧
团甚至没有流动舞台，影响了他们
演出的积极性。

菏泽市人大了解情况后，在“走
转改”背景下，决定开展“百家文艺团
体装备改善”活动，经过市县乡三级
人大系统为期两个多月的共同努力，
筹集资金1200万元，统一采购11辆

高档大型流动舞台车，捐赠给市地方
戏剧院和各县区的国办剧团，并向
200余家有一定规模、有较大影响的
群众文艺团体，分别捐赠急需的音
响、乐器、服装等装备。

菏泽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第
一副主任杨永昌说，受赠的文艺团体
一定要管好、用好装备，多组织演出
活动，多开展送戏下乡，走基层、服务
百姓，多为老百姓送去喜闻乐见的节
目，为“文化强市”建设作出新的贡
献。

他们中有来自岛城各级医院的医务人员，还有一些卫生志愿者和义工，他们是“红马甲”医
疗服务队的志愿者，这个因统一穿着红色的马甲而得名的志愿者团队一批批走进住在偏远山区
的困难患者家中，为他们免费提供预防和康复治疗，成为岛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一公司向司机发成捆的“一元补贴”。 本报记者 杨宁 摄

志
愿者在为
唐桂花老
人做心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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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腾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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