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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基层医疗服务

群众满意度又加分

作为基层群众“家门口的医
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医疗条件的好坏，直接影
响着群众看病的便捷程度。不论
是泗水县泗张镇南陈卫生院还
是北湖卫生院，都只是济宁市基

层医疗机构快速发展的“缩影”。
为改善群众就医环境，满足老百
姓对就近优质医疗服务的需求，
济宁接续出台了《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2019-2021年)》《济宁市加快推
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
三年攻坚计划 ( 2 0 2 1— 2 0 2 3
年)》，形成支持基层卫生事业发
展的政策集群，市级每年列支
3000万元奖补资金激励县(市、

区)加快基层医疗机构业务用房
建设改造、医疗设备购置，夯实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和能力。

2021年，济宁市委市政府将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提档升级列入“为民办十件
实事”之一，强力推进基层医疗
机构基础设施改善和服务能力
提升。今年，全市共完成基层医
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48个，
增加CT、彩超等设备186台套，推

进基层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
再上新台阶。同时，累计建成省、
市级示范村卫生室54家、318家，
建成中心村卫生室115家。全市
基层医疗机构诊疗人次同比增
长12 . 2%，医疗服务收入同比增
长6 . 83%。

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卫
生健康科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目前，全市共150家基层医疗机
构服务能力达到国家基本标准，

其中43家达到国家推荐标准，58
家建成一级甲等乡镇卫生院，18
家建成社区医院，创建数量居全
省前列。通过达标创建，带动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环境、服务能力
全面提升。

到2023年，济宁市将实现
175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全部达到国家服务能力
标准，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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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2月23日讯(记
者 晋森 通讯员 路笃书

王洪涛) 日前，济宁市委市
直机关工委、市慈善总会决
定，2022年春节前继续在市直
困难干部职工范围内实施“情
暖万家”慈善救助活动，帮助
他们度过欢乐祥和的新春佳
节。

此次慈善救助活动，拟对
100户市直部门、单位中因重大
疾病、突发性灾害、重残等致
贫的特困职工家庭实施慈善
救助。救助对象限于在职干部
职工本人及其配偶、子女(已纳
入元旦、春节期间政府救助范
围内的除外)。符合条件的特困

干部职工直接向所在单位提
出书面申请，各部门、单位原
则上限申报一名救助对象，经
调查核实后，于2021年12月31
日前报市慈善总会审查，由济
宁市慈善总会通过走访慰问、
本人领取、举行发放仪式等形
式，于春节前将慈善救助金全
部发放到受助特困干部职工
手中。

爱心救助

情暖万家

本报济宁 1 2 月 2 3 日讯
(通讯员 程伟 郭金来 )
近日，汶上县寅寺卫生院家
庭医生刘体坤来到信庄村70
岁的姬顺立 (化名 )家中，一
边为老人测量血压，一边询
问他的身体状况，叮嘱注意
事项。

“卫生院医生每次上门，
都热心地帮我测量血压，询问
平时用药、饮食情况，还给我

讲解健康知识，我很感动。”面
对家庭医生的周到服务，老人
说。

天气逐渐寒冷，但这丝毫
没有影响寅寺卫生院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团队的服务热情，
只要有时间，他们到高血压、
糖尿病患者等签约对象家中
随访，对每位随访对象进行用
药指导、健康教育，受到签约
对象的一致好评。

寅寺家庭医生上门

护好服务对象健康

淮海经济区协同发展开新篇章

交通优先，组群伙伴共创未来

交通优先规划协同
串联起淮海经济区

淮海经济区虽地缘相近、

人缘相亲，但分属4个省份，交

通设施建设程序复杂、推进难

度较大。随着《内河航运和物流

产业发展合作框架协议》的签

署，站在淮海经济区全局发展

的高度，谋划好交通基础设施

布局，变成了打通整个淮海经

济区血脉的重中之重。在《淮海

经济区协同发展战略交通一体

化发展专题规划》的基础上，持

续深化推进公铁水空等事关全

局的专项规划编制工作，进一

步共同谋划淮海经济区交通一

体化新格局。

2022年，将推进徐菏、宿

迁、宁宿等铁路规划研究，协同

推进济莱临连高铁前期工作，

推进徐临、徐淮阜、董梁高速临

沂段、济宁—商丘、临沂—东

海、商丘—徐州—枣庄等高速

前期工作，推进济宁—枣庄—

徐州京杭运河智慧航道工程建

设，加快临沂兰陵陶沟河复航

工程前期工作，加快交通同城

化步伐，协调推进重点工程计

划项目建设，加快推进京沪高

铁二通道、淮宿蚌、淮宿阜高铁

建设，加快济微高速济宁新机

场至枣菏高速段、京台高速改

扩建工程建设等。进一步提升

多式联运水平，集聚优化多式

联运枢纽场站布局，有序推进

新亚欧陆海国际联运通道建

设，强化与关联产业的联动发

展，引导相关设施和企业集聚

发展。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打破地域限制壁垒

2020年12月，苏鲁豫皖推

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徐州

市、临沂市、济宁市、泰安市、枣

庄市、商丘市、淮北市、宿州市

八地40项政务服务实现“跨省

通办”。

首批“跨省通办”事项运

行一年多以来，其涵盖的企业

开办、交通运输、异地就医、住

房公积金等审批服务，综合性

企业服务，公共资源交易，自

助服务，帮办代办等五大领域

已经让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

到淮海经济区一体化带来的

便利。

全面拓展“跨省通办”广度

和深度，建立政务服务统筹协

调机制、政务服务通办联动机

制、政务服务闭环管理机制，实

现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便民高

效、标准统一、协同互信，实施

“全程网办”，让企业和群众零

跑腿、办成事，拓展“异地代收

代办”，实现“异地收件、属地办

理、免费邮寄、就近取证”的服

务模式，推动“多地联办”，做到

“一地受理申请，多地协同办

理”，实现申请人只需到一地即

可完成办理。

健全跨区生态治理
完善环保联动机制

发挥《淮海经济区协同发

展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工作机

制》作用，加快形成区域联防

联控格局，不断提升区域生态

环境质量，共建美丽大淮海。

落实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大气

污染联防联控座谈会要求，共

同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整治。持

续提升区域大气质量，加大跨

界水污染防治力度，建立上下

游地区联席会商制度，加快构

建跨界水体的预警体系和信

息共享机制，确保水质安全。

联合开展淮河水域、淮河流域

南四湖片区等重点平原洼地

治理工程，提升防洪和供水安

全保障能力，加快推进重点采

煤沉陷区和工矿区治理修复。

除了完善机制，还要持续

加强环境监察执法力度，联合

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对于边界

地带环境违法行为，加强跨区

域、多部门联防联控联动，进

一步推动边界区域“两不管”

转向“联合管”，消除执法的邻

避问题，促进边界区域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好转，协商处理边

界地区环境污染纠纷，坚决打

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还要开

展应急演练，加强环境污染突

发事件处理的区域合作。

本次会议还就淮海经济区

应急救援区域协同合作，科技

创新共同体、知识产权司法协

同保护等内容签署了框架合作

协议。

12月20日上午9点，第四届

淮海经济区协同发展(济宁)座

谈会在曲阜开幕，会议总结了

过去一年淮海经济区协同发展

取得的丰硕成果，研究谋划了

下一步工作方向和重点，集中

签署了各类一体化发展合作框

架协议6个。其中涉及交通协同

规划、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生态

环境联防联治的协议内容备受

瞩目。

协同发展签约仪式。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康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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