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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总书记嘱托 奋力走在前列——— 喜迎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百姓故事

文/片 本报记者 黄广华
孟 杰

微信及时沟通病情
抢出病人的黄金时间

“孕妇、羊水已破，请救护
车和妇科专家紧急前往微山岛
渡口接应。”在家属拨打120之
前，微山岛卫生院院长张波紧
急在“微山医联体”微信群里发
了这样一条信息。微山县人民
医院120值班护士看到后立刻
通知司机出车，等张波用快艇
将孕妇和家属送至渡口时，救
护车已到达。从出车到抵达医
院仅用了40分钟，比之前提前
了20多分钟。

微山岛距离县人民医院有
近两个小时的路程，沿途需要坐
车加上倒船，岛上居民上趟县城
看病十分不方便。

“医联体实施后，我们可以
与县医院各科室的专家即时沟
通病情，还可以利用微信定位，
大大缩短了接诊病人的路程，同
时我们的病人到县医院就诊还
享受绿色通道。”自从去年10月
加入医联体，张波感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便利。

注射了几天布地奈德，岛上
居民姚良喜不再唠叨自己胸闷
气短了。前几日，张波怀疑姚良
喜得了肺气肿，给他开了一张
CT单，嘱咐他去县医院拍张肺
部CT，拿了药再回到岛上卫生
室接受免费治疗，费用按乡镇卫
生院的标准报销，这让姚良喜感
到实惠便利。对于医联体这个
词，这个在岛上居住了75年的孤
寡老人并不陌生。“张医生说了，

这叫医联体，就是少花钱、不跑
路，在家门口还能看名医。”

“加入医联体，不光岛上村民
受惠，医院里解决不了的问题，随
时都可以在群里和专家们讨论。”
因为有了医联体，张波对以后微
山岛卫生院的发展更有信心。

专家来到家门口
病人不再跨省求医

“血压太高了。”李玉亭眼前
这位大爷的血压至少得上200
了。微山县南阳镇丁楼村人口并
不多，但像眼前这位大爷，高压
直冲200的，仅一天，李玉亭带领
的义诊队就发现了十多个。“湖
区因为交通不便，吃蔬菜少，吃
的盐多，上了年纪的人很容易得

高血压。”因为丁楼村连一家卫
生室都没有，在义诊队到来前，
渔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

微山岛上居住着3万多户渔
民，到县城就医需要走三四个小
时的水路，湖区医疗资源不足成
了微山县医疗服务最大的困难。

一方面是好的医疗资源得
不到下沉，一方面是病患资源的
流失。李玉亭开始琢磨试行县域
医联体。

2016年4月，李玉亭把第一
个医联体的试点放在了塘湖乡
卫生院。“我们按照塘湖卫生院
的要求，共去了包括内科、外科、
产科和超声科的5名大夫，在塘
湖呆了一个月。”听说卫生院有
县医院的专家，去枣庄和徐州的
病患大大减少，周边患者不再舍

近求远。短短一个月，塘湖卫生
院的患者门诊量就翻了一番。

从塘湖卫生院到张楼、高
楼、微山岛……到马坡镇中心卫
生院，仅一年的时间，微山县的
县域医联体已经达到21家，实现
全县所有乡镇全覆盖。

张楼卫生院是较早一批加
入到县域医联体的卫生院。距离
县城30多公里，很多患者会直接
去附近的沛县看病。乡镇卫生院
一度陷入困境，30张住院床位，
每月来入住的才有十几个人。加
入医联体后，微山县人民医院定
期会派专家坐诊，卫生院的医务
人员也可以免费去县医院培训，
医疗水平上去了，病人不再舍近
求远，每月的住院病人上升到七
八十个。

实施绩效分配改革
医生们更愿下基层了

去年春节前夕，微山县张楼
村水围子村一位70多岁的老人
突然出现了胸闷，电话打到塘湖
乡卫生院院长欧阳进的办公室，
通过心电图，判定很可能是冠心
病。欧阳进一边安排医务人员做
好转诊准备，一边在“微山医联
体”微信群里将患者的病情、需
要接诊的科室、需要做的检查项
目在群里和县医院沟通，县医院
专家紧急做好接诊准备。

“在县医院一做CT，冠脉狭
窄已经大于75%，很容易引发心
梗，需要紧急手术。”在县医院的
联系下，患者当晚被送往济宁市
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了手术。手术
后4天，患者又回到张楼卫生院
进行后期康复治疗。“医联体的
好处就是转诊快，医联体内的医
院就是一个群体，对病患的情况
可以及时沟通，免去了中间挂
号、问诊和诊断这些手续。”加入
医联体一年，欧阳进认为不光乡
镇卫生院受益了，真正受益的还
是咱湖区的老百姓。

虽然县域医联体给乡镇卫生
院和湖区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实
惠，但起初，李玉亭也只能自己慢
慢试探和摸索。“实施绩效分配改
革，多劳多得，这就调动了县医院
医生愿意下基层的积极性。”

今年4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
议上，提出医生在体系内执业不
需要办理手续，这让李玉亭的心
更踏实了。培训乡村医生、建立市
县一体的专科联盟、建立影像、心
电、检验和病理“同质化”的服务
网络，李玉亭决定再大干一场。

微山县级医联体覆盖所有乡镇

渔渔民民不不出出岛岛就就能能看看专专家家号号

转转型型做做起起乡乡村村游游
蓑蓑衣衣樊樊村村摘摘穷穷帽帽 文/片 本报记者 巩悦悦

夫妇俩开了农家乐
一天招待百十人

8日一大早，记者见到了忙
碌中的黄新海。“院子从4月25
日开始装修，政府扶持农家乐，
免费提升改造。”黄新海津津乐
道地向记者介绍。记者望去，在
白色墙面和门外竹帘的映衬
下，小院里的石榴树和花花草
草愈发显得绿意盎然。

2014年，在村委会的动
员下，党员黄新海与其他2 9
户村民成为了农家乐的首批
创业者。政府拨资金为黄新海
和村民们免费装修了房子。黄
新海又东拼西凑了2万元，置
办了消毒箱、冷鲜柜等。“一
开始心里没底，也就抱着试试
看的心态，不敢抱太大希望。
头一年客源特别少，一年到头
也就挣了两万块钱。”

没有客源，村里就帮着宣
传。但黄新海深知，打铁还需自
身硬。黄新海以前做过小炒买

卖，在炒菜方面有一定经验，他
的拿手好菜是鱼和精肉丸子，
而最新研究出的小米玉米面馒
头，客人也逢到必点。

因为菜做得好吃，从去年
开始，黄新海家的回头客逐渐
多了起来，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忙的时候一天能接到十多桌
100多人。

2016年黄新海夫妇赚到了
六万元，比第一年翻了一番还
要多。黄新海喜滋滋地说，“我
家闺女和儿子都有自己的小汽
车，这两年开农家乐也有了点
存款，我也给自己买了辆电动
汽车，没花孩子一分钱！”

村里发展乡村游
今年预计收入过千万

黄新海之前种植水稻，收
成好的时候一年才能挣个两万
元，勉强够日常开支。如果赶上
装修房子，置办家具，就有些入
不敷出了。

因为贫穷，村里不少青壮
年选择外出打工。早起晚归，也
没有休息日，根本顾不上家里
的老人。“现在，我们干餐饮农
家乐，一年赚五六万元不成问
题，过得还很轻松。”黄新海说。

“今年，农家乐生意明显要
比去年好得多，年底挣个七八
万元不成问题。”黄新海夫妇

说，除农家乐外，他们流转出去
的土地，一年也能赚到6000多
元，日子真是越过越有奔头。

据常家镇副镇长、蓑衣樊
村书记刘树海介绍，早在2011
年，蓑衣樊村就实现了1570亩
土地的全流转。土地流转后，村
民因地制宜种花种树、挖藕塘、
建鱼池。该村还在主要街道墙
面上画了红色主题以及贴近农
民生态主题的宣传画，游客一
进村就能感受到干净、正直、朴
实的村风。

近年来，该村以建设天鹅
湖温泉慢城为契机，开发了农
事体验、湿地泛舟、稻田钓蟹、
果蔬采摘等项目，这座祖祖辈
辈种田打鱼的小村庄，成为了
人们休闲旅游的好去处，一跃
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蓑
衣樊村还在经营淡季实施了
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建设了
蓑衣客栈、公社大食堂、咖啡
小屋等，致力于打造省内一流
的休闲旅游度假村。

“去年10月份，村里成立
的蓑衣水乡合作社，实现了村
社合一，村民入股后不用承担
风险就能赚到钱。通过发展生
态旅游、农家乐，村民腰包越
来越鼓。”刘树海表示，今年
底，全村实现旅游收入1000
余万元应该不是问题。

淄博高青县常家镇蓑衣樊村三面环
水，游人在木桥上漫步，神清气爽、陶醉其
中。谁曾想，这个只有613人的小村庄，几年
前还是省级贫困村……近年来，村里依托
地理优势发展乡村旅游，不仅摘掉了省级
贫困村的“穷帽子”，还成为了中国乡村旅
游的模范村。

“建设和发展医联体，是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的重要内容”。4月12日，刚从湖区一乡镇卫生院义诊回来，李
玉亭就在《中国政府网》上看到了这一好消息。“我们可以大干一场了。”微山县人民医院院长李玉亭等这一消息等了了太
久。该院从去年5月份开始试点县域医联体，目前已经覆盖全县所有乡镇，形成了县、乡、村三级医疗网的无缝链接。

一提到农家乐，黄新海夫妇心里就乐开了花，脸上洋溢着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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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亭(中间)在给微山湖区的老百姓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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