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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小网格”托起“大健康”
济阳区创新融合互动新模式织密基层医疗“服务网”

通讯员 邓贞君

农民“迷戏”演出团
“摇身一变”成演员

刘春华出生于1951
年，小时候就喜欢唱“迷
戏”，由于家境贫困，一直
没有条件学习，直到40多
岁才圆了学“迷戏”的梦
想。上世纪90年代，刘春华
所在的新市镇红庙村唱

“迷戏”的老人相继去世，
“迷戏”面临着失传的危
险。刘春华看在眼里，急在
心上，他找到本村的牛洪
义、宋治平、王兴宝等“迷
戏”爱好者商量，决定把老
祖宗传唱了上百年的“迷
戏”传承下来，为子孙后代
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时，农村条件差，没
有场地，没有剧本，他们晩
上几个人围在一起，听师
父闫金贵（第一代迷戏传
承人）口传，一字一句学，
用心记、用心唱，通过大家
不懈的努力，终于写出了
几部简单的剧本，再结合
农村实际进行编排、演唱。

在刘春华的积极倡导
下，村里成立了“迷戏”演
出队，并召集了钟静、张秀
莲、王光树等几个年轻的

“迷戏”爱好者，平时一有
空闲时间，他们就凑在一
起学戏、唱戏。几个徒弟进
步很快，如今演出的《刘统
勋私访》《西厢记红娘先
场》《王小赶脚》等多个剧
本就是那时编排出来的。

2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条件
好了，刘春华的“迷戏”演出团自
2021年成立后，又分别组建了花
旦、司鼓手、坠琴手、小生等在内
的专业演出队伍，能自编、自导、
自演，有乐队、指挥、音响师、录像
师、戏服管理员、舞台道具管理员
等，演员达20多人，他们中既有七
八十岁高龄的老人，又有五六十

岁的中青年。
农忙时，大家各忙各的庄稼

地，继续当农民；有演出任务时，
他们又“摇身一变”成了演员，只
要上级一声令下，他们就从四面
八方赶到集合地点，坐上大篷车，

一路欢歌笑语赶赴演出场
地。搭戏台、挂幕布、拉电
缆、调乐器、化妆等，演员
们按照分工，有条不紊地
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举办“迷戏”培训班
搭建互动交流平台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作为演员和
团长，刘春华对自己要求
非常严格，每次演出开始
前，他都认真做好上妆、束
发、穿衣、水袖摇摆间等准
备，他在台上的每个动作、
每个唱腔都给观众留下美
好的印象。

演出结束，为了演员
们的安全，刘春华对离家远
的同志都要开车送其回家，
对离家近的同志要求报个
平安。冬去春来，每年镇上
下达的50多场演出任务，他
们都积极参与，保质保量地
完成，虽然累点、辛苦点，但
苦中有乐。2023年，在济南
市济阳区群众性小戏小剧
擂台赛上，刘春华自编自导
的《感谢党的好政策》小戏
剧获得二等奖；柳琴表演唱

《祖国处处好景象》获得三
等奖。今年7月，刘春华被济
阳区认定为区级“迷戏”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下一步，为更好地将
“迷戏”传承下去，刘春华将在新
市镇王家社区举办“迷戏”培训
班，为“迷戏”爱好者搭建一个互
动交流的平台，让越来越多的“迷
戏”爱好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和
孩子们能够喜欢听、喜欢看、喜欢
学，亲身体验戏曲表演的乐趣，为
新市镇“迷戏”的发展、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做贡献。

通讯员 郝皓 宋怡璇

“网格+医疗”下好
优化资源配置“先手棋”

建立协调联络机制，推动基
层医疗机构与党群服务中心深
度合作，将医务人员纳入网格管
理团队，化身“网格医生”，为辖
区居民群众提供更加及时、精
准、有效的卫生健康服务。

搭建“一站式”医服阵地。基
层医疗机构以“社区合伙人”的
身份融入基层服务，在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成立“社区医务室”，并
按照“一名全科医生、一名专科
医生、一名护理人员”的标准配
备医务人员，为辖区居民开展

“一站式”中西医诊疗、医保结
算，实现医疗服务与网格化管理
有机联动、优势互补。

梳理“定制化”需求清单。借
助网格员对辖区状况熟悉、受居
民群众信任的先天优势，聚焦群
众身边的健康问题，采取“一户
一表”的方式，对辖区逐户进行
拉网式摸排走访，精准把握服务
对象的就医需求，梳理形成“需
求清单”，为家庭医生配置医疗
资源、谋划服务项目、开展精准
服务提供依据。

成立“融合型”家医团队。建
立“1+1+1”工作机制，由区、镇、
村居（社区）三级医疗机构负
责，选派5 6 5名高素质医务人
员，组建151个“融合型”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团队，确定服务
半径、划分责任网格，设置236
个 家 庭 医 生 服 务 点 ，定 期 为
26 . 95万名签约对象开展医疗
诊断、用药指导、病人双向转诊

等个性化健康服务。

“定点+入户”提升
群众就医问诊“便利度”

聚焦群众看病远、看病难、
时间不匹配等问题，坚持院内院
外相结合，通过“定点+入户”的
工作模式，将专业医疗服务送到
群众身边，实现居民就医零距
离、零障碍。

“比邻医馆”缩短看病距离。
依托城区医疗机构和党群服务
中心，突出医疗服务连续性，启
动实施“比邻医馆”志愿服务项
目，定期组织邀请区级医院医务
人员、省市医院专家到坐诊接
诊，为社区居民提供预防保健、
中医药适宜技术体验、医疗咨
询、亚健康调理等全方位服务，
确保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精
湛、优质的医疗服务。

“现场义诊”方便特殊群众。
针对老、幼、妇等特殊群体，组织
内、外、妇、中等各门类专业技术
人员，成立151个巡诊医疗小组、
志愿服务团队，定期到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社区广场、学校等人
员密集区域，有针对性地开展医
疗检测、开具药方、健康咨询、预
防保健等服务500余次，全力守
护特殊群体身心健康。

“延时服务”填补就医盲点。
聚焦上班族、学生族的就医时间
与传统医疗机构服务时间范围
不相符问题，创新“延时服务”模
式，组织2家医疗机构、7个街镇
卫生院，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开诊
安排，打破医疗服务机构和就医
需求对象之间的“时间差”，切实
保障辖区居民节假日期间以及
八小时以外的就医需求。

“培训+考核”激活
基层医疗服务“源动力”

以技能培训、台账管理、考
核评价为主抓手，不断完善长效
化运行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基层
医疗服务效能，确保基层医疗网
格持续发挥作用。

技能培训把好“首道关口”。
完善“网格发现，家医报到”机
制，针对社区网格员的职责定
位，突出惠民政策、急救技术、用
药常识、转诊程序等内容，累计
开展针对性健康技能培训20余
次，引导社区网格员熟练掌握基
本医疗知识，全力当好健康政策
宣传员、健康服务联络员，切实
把好群众身心健康的“第一道关
口”。

台账管理确保“靶向施治”。
建立台账管理制度，区卫健局牵
头，联合社区及医疗机构，逐月
汇总健康服务情况，动态梳理居
民就医需求，结合实际，列明次
月工作任务，制定健康服务清
单，逐一明确服务事项、推进措
施、责任单位、完成时限，坚持

“一项工作、一个台账、一抓到
底”，抓准了基层医疗服务的着
力点。

精准考评力促“常态长效”。
建立常态化考评机制，围绕服务
质效、健康宣传、队伍建设等重
点工作，邀请社区代表、医护人
员、群众代表等主体参与，采取
日常评估、年终考核、创新奖励
相结合的方式，对基层医疗服务
推进情况进行精细化考核评估，
发现问题、及时反馈、从快整改，
推动基层医疗卫生“网格化”服
务成效持续提升。

把
传
唱
上
百
年
的﹃
迷
戏
﹄传
承
下
去

︱
︱︱

记
济
阳
区﹃
迷
戏
﹄非
遗
传
承
人
刘
春
华

在济阳区新市镇王家社区，提起刘春华这个名字，无人不知、无人
不晓。自2021年4月注册成立济南市济阳区星空迷戏艺术有限公司以
来，刘春华作为“迷戏”第三代传承人、“迷戏”演出团团长，自费购置了
音响、舞台车、演出服等相关设备，带领大棚车演出队足迹遍布全镇77
个村和周边乡镇的部分村庄，演出200多场次，受到父老乡亲的热烈欢
迎。他的行动不仅丰富了当地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还为新时代乡
村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近年来，济阳区聚焦基层医疗服务供需矛盾，以获批国家级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为契
机，不断完善分级诊疗制度，创造性地把医疗服务融入网格管理，探索形成“网格+医疗”“定点+
入户”“培训+考核”的融合互动模式，积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有效下沉，用“小网格”托
起“大健康”。截至目前，累计摸排社区村居608个，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37 . 66万份，精准服务
65岁以上老年人、慢病患者等重点人群15 . 2万人次。

为老年人义诊。

刘春华（中）带领大家学“迷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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