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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

枣庄进入“扫码就医”时代

坚持创新驱动，医疗服务汇聚科技力
量。枣庄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按
照“上引、下带、跨域”模式，成立枣庄市立
医院医疗集团等各类医联体37个，精心打
造信息化平台与居民电子健康卡应用环
境，全民进入“扫码就医”时代。

2021年年初，枣庄市卫健委党组书记、
主任赵作亮、副主任任怡春到枣庄市妇幼
保健院调研居民电子健康卡及“健康枣庄
云”推广应用情况，并现场体验了通过电子
健康卡在挂号、就诊、缴费、检验检查、取药
的全流程服务。

据悉，电子健康卡和“健康枣庄云”微
信服务号是枣庄市推进“互联网+医疗健
康”的重要载体，一方面解决了传统就医模
式下排队时间长、看病时间短等“三长一
短”问题，另一方面实现了“一码在手、全市
通用”，从根本上解决了“一院一卡、重复发
卡、互不通用”的堵点问题。目前，全枣庄市
9家三级医院、11家二级医院，市中区、台儿
庄区、峄城区、山亭区的乡镇卫生院及社区
服务中心均支持电子健康卡的使用。

下一步，枣庄市卫建委还将进一步督
导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持续优化用卡流程，
完善“健康枣庄云”各项功能对接，拓展
电子健康卡多场景应用，为群众提供便
捷、高效的“线上、线下一体化”互联网
医疗服务。

高质发展

枣庄健康城市底色亮丽

“十三五”期间，枣庄市卫生医疗事业
获得长足发展。截至2020年底，枣庄市各级
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数量达2745个，实际开
放床位24916张，拥有卫生技术人员2 . 9万余
人，分别较2012年增长24 . 32%、69 . 13%与
72 . 66%；每千人口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数、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护士数分别达
到6 . 10张、2 . 82人与3 . 49人，分别较2012年增
长56 . 01%、52 . 43%与98 . 30%；全市卫生总资
产由2012年的41 . 86亿元增加到161 . 92亿元，
增长286 . 81%。

2012年以来，枣庄市累计投资20 . 1亿

元，先后完成市中医医院、市妇幼保健院整
体迁建与市立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市医
养康复中心等一大批卫生重点项目，极大
地改善了群众就医条件。

赵作亮介绍，目前，枣庄大力实施“三
经传承”战略，依托北京中医药大学枣庄医
院建设“三经传承”推广示范基地，整理保
护推广中医药经典经验经方。全市46家镇
卫生院、1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建成
中医药综合服务区(国医堂、中医馆)。由枣
庄市中医医院牵头组建的中医医联体已涵
盖成员单位79家，与5家医疗机构建立了紧
密合作关系，开辟了双向转诊绿色通道。

目前，枣庄市累计建立居民电子健康
档案322万余份，高血压、糖尿病等患者及
儿童、孕产妇、新生儿日常健康管理服务全

覆盖。全市64所基层医疗机构组建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团队1482个，团队成员5223人，
签约200 . 66万人。

健康枣庄 助牢“工业强市、产

业兴市”健康基础

按照“工业强市 产业兴市”三年攻坚
突破行动要求，枣庄市将聚焦聚力新医药
产业，延伸拓展产业链条，推动鲁南大健康
产业园扩容提质，加快高新区新医药产业
园二期建设，促进产业集聚发展。目前全市
共有新医药和健康养老项目36个，总投资
规模260余亿元。

目前，枣庄全面启动了健康城市建设。
建设健康城市是枣庄市委、市政府在枣庄
市全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基础上，为进
一步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增进民生福祉、提
升全民健康素养，抓好新时期爱国卫生运
动做出的一个重大决策部署。截至目前，枣
庄市共建成健康教育基地7处、健康教育宣
传街14条、健康主题公园(景点)20个、健康
步道17条、“健康小屋”10个、“健康驿站”12
个“健康机关”“健康学校”“健康社区”等12
类市级健康细胞584个，切实夯实了健康城
市微观基础。

赵作亮表示，下一步，枣庄将集中资
源、集中精力解决突出问题，提升健康服务
能力，深化“健康细胞”工程，切实补齐短板
弱项，以保障全民健康为根本，全力争创国
家健康城市，为提升城市品质、助力“工业
强市、产业兴市”筑牢健康基础。

煤城到美城的华丽蜕变：

培育医药产业动能 打造枣城康养高地
枣庄市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历程是极不平凡的，
在各种严峻挑战中奋力前
行，卫生资源供给不断优
化、医疗服务体系逐步健
全、看病就医难题逐渐破
解。目前，全社会共同关
心、支持和参与的卫生健
康事业改革与发展的良好
氛围业已形成。

枣庄市卫健委党组书
记、主任赵作亮表示，党的
十八大以来，枣庄紧紧围
绕“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
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的发
展理念，以“健康枣庄”建
设为抓手，初步实现了“以
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的转变，群众看
病就医更加便捷，全民健
康步伐日益坚实。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韩虹丽

10年，对于正常人来说可能只是一段
可以回首的过往；但对家住淄博高青的晚
期卵巢癌患者孟桂兰和老伴董升国来说，
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劫后逢生的彻
悟、幸运与感恩。

确诊时，肿瘤已长至11X14公分大

2011年上半年，当年53岁的孟桂兰无
意中摸到小肚子里有肿块，“当时没在
意，还以为是自己长胖了。”可后来发
现，肿块越来越硬、越长越大。同年7月

住院检查，发现卵巢里有一个11x14公分
的肿瘤。医生认为“不是一个好东西”。
7月20日动了手术，结果确诊为卵巢癌，
已到临床四期。手术后，孟桂兰又坚持做
了6个疗程。化疗很遭罪，硬是咬牙坚持
下来了。

家人都以为手术做了，化疗刚结束，
应该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什么变故。好好养
养身体，定期复查，就会稳定下来。可化
疗结束不到5个月，出现腰疼，一检查：
骨转移！CA125超过了1000多。

再次住院做放疗！可做到第五次放疗
时，实在坚持不下去了，疼得直不起腰，
连下床都很困难了。“实在是不甘心啊！
孩子刚成家立业，老伴那年刚过54岁，还

没享受过一天清福啊 !”现在回想起来，
董升国还禁不住抹眼泪。

偶然的机会，董升国了解到一家肿瘤
大药房，经过咨询、考虑，开始选用了外
贴磁药膏和口服胶囊。当初的期望并不
高，“只要能减轻些痛苦，少遭点罪就很
知足了。”董升国说，刚开始一年持续用
药，后来三年，一年用两季药，到现在已
经不用药了。

10年的抗癌“心得”

总结老伴这十年的康复经历，董升国
娓娓说道：“第一、我们有运气的成分，
但关键是一直没放弃；第二、良好的心态

很关键，在最艰难的时候，我和老伴一直
相互鼓励；第三、选对适合自己的治疗方
式，黑猫白猫，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
猫；第四、要接受带瘤生存，不要总想斩
尽杀绝”。

身体好了，现在物质条件也好了，这
几年，老两口每年都会结伴出去旅游，已
经去过不少地方了。“只有从鬼门关走过
一遭的人，才懂得每一天的珍贵！”

“作为癌症病人和家属，我能体会其
中的艰辛和不易，我愿意给需要帮助的病
友提供一些建议，13678649734是我的手机
号。“董升国说他愿意将自己的手机号分
享出来，与更多的癌友一起交流经验，战
胜癌症。

“最艰难的时刻，我和老伴相互鼓励！”
一位晚期卵巢癌患者的10年抗癌“心得”

近日，山东老年大学组织90余名“五
老”志愿者走进市中区育秀小学，与少先
队员们一起忆党史、颂党恩，为孩子们奉
献一场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庆祝活动在“浸薪火相传，润五自少
年”红色六一文艺汇演中拉开了帷幕。山
东老年大学“五老”志愿者现场演出了《烈
士诗抄》《绣红旗》等节目，将革命烈士李
大钊、王尽美、邓恩铭等英雄形象搬上舞
台，激情歌颂革命英雄，激发孩子们对烈
士的敬仰之情；诗朗诵《你像雪
花天上来》，向孩子们讲述“二
弹一星”功勋郭永怀院士的感
人事迹，促进孩子们树立科学
报国之志。

育秀小学的孩子们热情演
绎了《精忠报国》《少年中国说》
等经典曲目……诗朗诵、合唱、
独唱等节目赏心悦目，感人至
深。

志愿者们还教授孩子们制作红色主
题的剪纸和面塑作品，把传统文化送进课
堂，与五年级400余名小学生共同完成以

“我爱北京天安门”为主题的剪纸系列作
品。还与孩子们一起制作革命英雄人物等
面塑作品，激发孩子们爱党爱国情怀。

据悉，山东老年大学关工委自2017年
成立以来，积极组织老干部、老战士、
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五老”志
愿者发挥自身优势和专业特长，开展关

爱和帮扶活动，构建起“以关
工委牵头，志愿服务队辐射带
动，全体学员积极参与的”网
状联动。他们走进中小学、传
统文化进课堂，走进军营、慰
问官兵，走进社区、开办公益
讲座，走进养老院，助老扶
老、以老养老，老有所为、发光
发热。

我叫金孟民，是来
自山东省血液中心的
一名普通血站职工。记
得1995年4月27日那天，
刚参加工作没几年的
我，怀着激动而紧张的
心情，第一次走上献血
车参加献血，自此，开
启了我人生道路上的
一段刻骨铭心的旅程。

后来，我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
体采科科长，负责省会济南市区十余个流
动献血车的管理，献血服务与献血宣传招
募，也便成为我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两项重
要工作。每逢冬夏两季采供血紧张时刻，每
到自己过生日、6·14世界献血者日、五一、
十一等节日来临之时，我总会第一个参加
参加无偿献血。

我的第一本献血证是90年代初由山东
省制定的，也是我的收藏夹里最值得纪念
的一本老古董。1998年10月1日，国家《献血

法》颁布实施，我的
献血证，也旧貌换新
颜，有了全国统一的
新模样。从2003年到
2017年，我的6本新版
无偿献血证，满满地
记录了自己3 3次热
血奉献的历程。

随着网络技术
的不断发展，2017年5
月1日，新版卡式《无
偿献血证》全面启

用，在全国大大小小的血站，我们都能看到
这张带有互联网“二维码”标志的献血证。
打开手机，随时都可以查阅到自己的献血
记录，方便又快捷。

小小献血证，热血奉献路！截至2021
年，我已经收藏了10余本各个版本的献血
证，里面不仅记录了我作为一名普通的血
站党员的热血奉献路，更是见证了我们伟
大祖国的无偿献血事业蓬勃发展之路。

(金孟民)

枣庄市医养康复中心护士陪同老人晒太阳。

小小献血证，见证27年热血奉献路 山东老年大学“五老”志愿者走进育秀小学

为孩子们奉献了一场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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