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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将线下医疗环节“搬”到线上，用“智慧”打通就医堵点

电子健康卡在聊城实现一卡通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金增秀 辛玉

“一人一卡，一卡通用；一数一源，一源多用”，聊城市电子居民健康卡应用服务体系初步形成；38家二级以上
医院和140家基层医疗机构全部完成电子健康卡受理环境改造，聊城全域实现一卡通用；以日均申领万余张的速
度发放电子健康卡200万张，居民积极主动通过“健康聊城”公众号线上办卡。日前，聊城市依托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将线下医疗环节“搬”到线上，用“智慧”打通就医堵点。

平台建设

连“线”成“网”

市县共建、全域覆盖、互
联互通、全民共享，实现方便
群众、服务管理、分析决策三
大功能。为达到这一全民健康
信息平台建设目标，聊城市通
过“六统一”建设初步实现了
各级医疗机构电子健康卡应
用的互联互通。

“六统一”建设连“线”成
“网”。建设统一的全民健康信
息平台，建设统一的电子健康
卡应用平台，建设统一的“健
康聊城”微信公众服务平台，
建设统一的市级预约平台，建
设统一的支付平台，建设统一
的全生命周期电子健康档案。

目前，电子健康卡在聊城
全域实现了一卡通用。全市34
家公立医院，4家民营医院已
全部接入服务平台，基本实现
了挂号、就诊、交费、检验、检
查、取药、住院、体检等全流程
识读电子健康卡；140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已

完成受理环境改造，院内可识
别电子健康卡进行就诊，“一
院一卡、重复发卡、互不通用”
就医难点得到破解。

场景应用

从“通”到“畅”

在完成平台互联互通建
设的同时，聊城市多渠道宣传
电子健康卡办理使用流程，多
举措提高百姓办卡用卡率，多
项目推广线上诊疗服务，促进
电子健康卡场景应用逐步由

“通”到“畅”。
拓展线上服务，助力疫情

防控。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健康聊城”公众服务
平台第一时间开通“发热门诊
线上咨询”服务，合理分配有
限的医疗资源，正确引导患者
就医，降低线下传播交叉感染
风险。同时，借力“绿色健康通
行码”的推广应用，引导居民
如实填写个人信息，自动生成
居民电子健康卡，目前，全市
电子健康卡发行覆盖率约为
30%，其中，多家二级以上医院

电子健康卡用卡率达到30%以
上。

精准比对信息，助力健康
扶贫。贫困人口在全市各定点
医疗机构看病就医，可自动
识别贫困人口身份、自动提
醒门诊费用减免、自动拦截
收取住院押金，这是聊城市
电子健康卡场景应用的另一
特色。为实现这一功能，聊城
市统一对基层医疗机构健康
信 息 平 台 进 行 技 术 升 级 改
造，同时，为辖区内贫困人口
覆盖发放电子健康卡，支撑
贫困人口精准识别、优先服
务，利用患者就诊信息与扶
贫数据库进行比对，自动确
定扶贫患者，就诊时按照政
策要求减免收费。

服务功能

由“粗”向“细”

近期，聊城市将重点推进
数据深度对接和用卡率提升，
继续拓展电子健康卡的使用
范围，进而实现服务功能由

“粗”向“细”不断完善。

通过打通公卫项目与临
床系统等的连接，从HIS和电
子病历互通，扩大到Lis、Pacs
互通，实现医疗机构全面互
通；通过电子健康卡动态采
集医疗数据，实现基层首诊、
远程会诊、双向转诊“一卡
(码)通”，为居民提供连续医
疗服务，提升全市公共卫生
服务水平，实现全市基本公
共卫生精细化数字化管理，
加强电子健康档案建设，达
到向个人开放；按照第三级
安全保护能力2 . 0标准，提升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水平，确
保信息安全。

未来，网上挂号、问诊、
结算，药物配送到家，家庭医
生签约，慢病管理，网络远程
会诊，手机端查询调取个人
电子健康档案，各医院检查
结果互认，电子化管理个人
健康画像和家庭健康图谱，
随着聊城市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的打造升级和电子健康卡
功能的开发利用，这些百姓
期待的便捷就医服务和个性
化健康管理将成为现实。

3月7日，高唐县姜店镇114户贫困户
收到了新鲜辣椒，总计570斤，平均每户5
斤，价值2000余元。这些辣椒全部产自于
镇扶贫大棚，由镇政府统一购买，发放到
贫困户手中。

“此举既能保障贫困人群舌尖上的
安全，让贫困户吃得放心，过得安心，又
能有效缓解疫情引发的蔬菜市场需求疲
软销路不畅问题，最大程度发挥产业扶
贫效能，可谓一举两得。”姜店镇党委书
记刘泰东说。

2月4日，获悉廖王村扶贫大棚六吨
辣椒滞销后，镇主要领导号召全镇机关
干部转发朋友圈扩散消息，不到两小时，
辣椒全部卖出，“互联网+扶贫”让贫困户
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

高唐县姜店镇：

政府穿针引线，助力消费扶贫

“王大娘，我给您送辣椒来了。”3月9
日上午，高唐县姜店镇廖王村贫困户王
金华收到了镇扶贫干部送来的一袋子辣
椒。

和王金华一样，姜店镇114户贫困户
都在这天上午陆续收到了新鲜辣椒。这
些辣椒产自于姜店镇的扶贫大棚，由姜
店镇政府统一购买，发放到贫困户手中。
姜店镇各村成立了由村干部、新时代文
明志愿服务者、青年志愿者等组成的“快
递小哥”服务队，专门为贫困户集中采购
物品、蔬菜等日常必备品，一一送到家门
口，让贫困户感到很暖心。

自开展疫情防控以来，姜店镇精心
研究，特殊形势下制定一个个特色帮扶
措施。 (朱燕 王树平)

高唐县姜店镇：

为114户贫困户“送菜上门”

他们，身穿红马甲，在村里的小路上
奔波；他们，挥动着锄头，在田间地头辛
勤耕耘；他们，手握着扫把，把贫困户家
中彻底清扫；他们，不畏凛冽的寒风、不
顾身心的疲惫、不怕疫情的危险，贫困户
需要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就是
高唐县姜店镇“红马甲”帮扶队伍。

“扶贫路上，与您同行。”印在马甲背

后的这八个字，是姜店镇扶贫干部对全
镇114户贫困户许下的庄严承诺。红马甲
穿在身上，责任也就抗在了肩上。

一件件红马甲，就是一张张名片。一
张张名片的背后，连结着全镇78个帮扶责
任人和114户贫困户。如今，姜店镇“红马
甲”帮扶队伍已深入人心，被广大村民津
津乐道。

高唐县姜店镇：红马甲为脱贫攻坚融入暖色调

4月5日上午，高唐县固河镇任庄村扶
贫车间内，30多名工人戴着口罩熟练操作
着缝纫机，生产服装套头。

46岁的任兴云曾在北京一家制衣厂
打工，年薪10多万元，但两个孩子都在县
城上学，老人也需要照顾，她放弃高收
入，2018年回乡创办了“扶贫车间”，吸纳
村里及邻村10多名贫困群众在这里务工。

“‘扶贫车间’是帮助群众实现就近
就地就业，建在家门口的精准脱贫产业
企业，是一条‘车间驻村、居家就业、群众
脱贫、集体增收’的新路子，是有效的精
准脱贫手段。”镇党委书记郝林远说。经
过近两年运作，固河镇在“扶贫车间”上
岗的贫困群众200多人，平均每月拿到
1500元以上的工资。 (郭洪广)

新阶层人士在家门口办起“扶贫车间”

“俺来厂里上班已经一周了，一天能
挣70多元，多亏了镇里的帮扶干部给俺找
了这份好工作。”4月6日上午，高唐县固河
镇郭营村贫困户郭玉甜正在高唐鑫海丰
服饰有限公司车间内与工友一起赶制一
批校服，虽然戴着口罩，但依然可以看到
笑容洋溢在她的脸上。

今年以来，固河镇坚持疫情防控不

松劲、脱贫攻坚不停步，固河镇有近200名
贫困户帮扶责任人成为企业和贫困户之
间的“红娘”，他们带着企业需求清单逐
户宣传，摸清贫困户家庭成员就业意向，
做到“一个不少，一户不落”，并为贫困户
量“身”定制就业岗位和帮扶措施，有效
提高了“牵线”、“搭桥”的精准度。

(郭洪广)

近200名帮扶负责人成为“红娘”

在桃红柳绿的掩映下，走进门牌楼
一幢幢整齐的房子格外安恬。清理空闲
宅基地，人居环境整治，道路两侧绿化，
干道拓宽硬化，胡同硬化，美丽庭院创
建……整个村子在繁忙中焕发出勃勃生
机，如今的高唐县汇鑫街道邹阁村已由
落后村变成了榜样村。

防疫期间，27名党员及群众捐款达1
万多元，村“两委”成员和党员全部到岗

开展排查、站岗、消毒等工作，43名群众志
愿者也投入到这场战“疫”中。

“全村自来水管网进行改造，休闲
广场办起广场舞、篮球赛，显现着邹阁
村的新生活，今后主要目标就是让村
民变富起来。”邹阁村党支部书记林立
军说，下一步要吸引本土优秀人才返
乡创业，让村民能够实现“家门口”就
业增收。

高唐县汇鑫街道：乡村振兴唱响“变”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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