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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每周少次透析 眼睛不幸失明
不少尿毒症患者为省钱减透析次数，治疗费用让有些人放弃治疗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县市医院设备少

患者被迫到大城市治疗
采访中王荣告诉记者，

根据调查，济南每家医院的
肾 病 患 者 平 均 每 年 以
12%—15%的速度增加。高
昂的透析费用是阻挡患者
延续生命的一道闸口，县市
级城市医疗资源缺口以及
报销规定，也增加了这些患
者的治疗成本。

因为城镇医保和新农
合对尿毒症报销比例不同，
100名获助患者家庭也承受
不同的压力。“城市户口的
能报销85%，新农合的报销
比例只有50%，我们农村人
比城里人一年多负担两三
万元。”马汉亮说。

任祥稳告诉记者，如果
自己在老家就医会获得更
高的报销比例。“在济南就
医的报销比例是50%，但如
果回到户籍所在地滕州老
家 ，报 销 比 例 就 能 达 到
90%。”任祥稳表示，虽然他
非常愿意回老家就医，但回
到老家后才发现，老家有肾
透析机的医院屈指可数，在
老家一周的时间里，他还没

有做过透析。直到28日，他才
在枣庄矿务局医院找到了一
台“空闲”的透析机。

县市级城市医院的透
析设备较少也让很多患者

“被迫”坚持在济南、青岛等
大城市治疗，这也是治疗成
本较高的原因之一。

王荣向记者介绍说，即
使在医疗资源相对集中的
省立医院，全院的肾透析病
床也只有40张，仅能维持120
名患者每周轮流进行透析。

“还有一些患者因为家庭贫
困，或者床位紧张没有能够
住进医院接受治疗。以现在
患有肾病且需要透析的人员
比例来计算，一百万人口里
至少有1000人需要做透析。
本应该透析治疗却没法做
的患者占80%。”

王荣说，有不少患者因
为经济条件、医疗资源等各
种原因无法得到及时的透析
治疗，在医疗成本较高的情
况下，他希望能够有更多针
对肾病患者的慈善项目进行
救助。

获助者死亡

排队患者才能递补获救助

由于今年获得了山东
省慈善总会每年1万元的救
助，马汉亮的女儿在这一年
里得以能够多做大约20次
透析。

在省立医院里，还有
100个像马汉亮女儿一样的
患者，每年可以接受山东省
慈善总会的万元救助。

60多岁的菏泽人老张
依靠在省立医院打扫卫生
贴补家用，妻子患上尿毒症
11年，花光了家里十几万元
的积蓄，甚至儿子结婚前，
家里竟然拿不出钱盖房子。
由于家里实在不富裕，老张
的妻子最初只舍得两周做
一次透析，结果导致体内的
水分和毒素排不出去，病情
得不到缓解。记者了解到，
老张的妻子甚至不能躺着
透析，只能跪着接受排毒。

省立医院肾内科主任

王荣告诉记者，目前做一次
透析要花费400多元，每周
需要两三次透析才能维持
尿毒症患者的生命。但透析
不仅过滤掉患者体内的毒
素，还会同时过滤掉营养物
质，因此，尿毒症患者不得
不依靠大量营养补充维持
生命。

每年一位患者透析和
营养补充花费就要接近8万
元，许多患者家庭，尤其是
农村家庭因此致贫。

任祥稳坦言，对很多尿
毒症贫困患者来说，这1万
元却是一个即使“排队”也
可能等待不到的救助机会。

山东省慈善总会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慈善总会
100个救助名额十分抢手。
只有前一年的获助者死亡，
排队等待的患者才有机会
递补获得救助机会。

本报济南5月28日讯
(记者 高扩 ) 5月2 7
日，在收听收看全国纪检
监察系统电视电话会议
后，我省紧接着召开会
议，部署在全省纪检监察
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
退活动。省委常委、省纪
委书记李法泉出席会议
并讲话。

李法泉指出，在纪检
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
项清退活动，是巩固落实
中央和省委改进工作作
风规定成果的一项举措，
是从具体事入手改进作
风、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
切入点，是在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先行
一步、实现自我提高的重
要步骤。全省纪检监察干
部职工要充分认识这次
活动的重要性，按照规定
时限清退会员卡，做到

“零持有、零报告”。
5月27日，全国纪检

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
项清退活动电视电话会
议要求，纪检监察系统在
职干部职工在6月20日前
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种
名目的会员卡，做到“零
持有、零报告”。

据悉，5月27日下午，
山东省纪委已经向全省
纪检监察机关发出通知，
对清退工作作出具体安
排。

28日，山东省立医院
肾内科病区很少有人走
动，更少有人说话。病房
里，每位透析患者的身体
都“深埋”在被子里，显得
比较虚弱。病房外，几名
患者的家属红着眼圈，坐
在那里发愁。

“因为这个病，女儿的
一只眼睛瞎了，女婿也跑
了，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在
透析室走廊，来自菏泽巨野
县患者马慧慧的父亲、44岁
的马汉亮显得比实际年龄
大很多，头顶黑色的头发已
不多见。

4年前，女儿患上尿毒
症之后，整个家庭的生活状
况也随着彻底改变了。马汉
亮告诉记者，为了给女儿治
病，他来济南以后“什么活
儿都干过”。因为每周要守
着女儿透析，他只能选择打

短工：清理河道、炒花生、捡
矿泉水瓶子或者拾破烂。现
在，他把家安在济南郊区的
一个仓库，每次不得不一大
早就推着女儿去医院看病，

“在路上等信号灯的时候，
累得就能眯一会儿。”马汉
亮对记者说。

马汉亮说，女儿透析一
次的治疗、滤管等耗材费用
需要500多元，每周要做两
次才能维持生命。但在去
年，因为无力负担巨额的透
析费用，只能改为每周进行
一次透析，结果后来导致体
内大量积水无法及时排出，
体内毒素增高让马慧慧的
双眼失去了视力。

幸运的是，经过手术，
马慧慧一只眼睛的视力恢
复到了1 . 5，但由于家庭贫
困导致治疗不及时，另一只
眼睛永远看不见东西了。

为省钱

一周两次透析改成一次 省纪检系统展开

会员卡清退活动

本报讯 28日下午，
济宁市召开《济宁市行
政复议白皮书 ( 2 0 1 1 -
2012)》新闻发布会，发
布了济宁市第一部行政
复议白皮书。据悉，这也
是我省首部公开发布的
行政复议白皮书。

此次发布的白皮书
共7600余字，记录和回顾
了济宁市自2011年以来
行政复议委员会改革的
主要成就和经验，对改革
的原因、具体措施、取得
的成效、主要问题及下步
打算，作了详细而客观的
描述，特别是对近两年来
的行政复议工作基本情
况进行了系统梳理。

据悉，济宁市从2009
年被国务院法制办确定
为推行行政复议委员会
试点改革城市之一后，行
政复议工作进展迅速。自
2011年4月实行“完全集
中”模式至2013年5月22
日，市政府收到行政复议
申请1265件，受理1009
件，已审结852件，正在审
理157件。在已审结案件
中，维持250件，驳回136
件，撤销92件，确认违法
192件，责令履行69件，纠
错率达到54 . 7%。

据《大众日报》

济宁发省内首个

行政复议白皮书

五成以上

审结案件被纠错

28日，本报刊发尿毒症患者任祥稳寻找亲生母亲的报道，不到一个月高达1 .7

万元的治疗费用，揭开了肾透析者群体的生存状况。一年近8万元的治疗费用，让

患者不堪重负甚至放弃治疗。尽管在户籍所在地治疗报销比率更高，但县市级医

院透析设备较少让很多患者“被迫”在大城市治疗，也拉高了治疗成本。

每位患者都希望多一次透析，但高昂的费用又让不少人放弃了治疗。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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