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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活跃在基层的“全能选手”

6月30日上午，记者来到平阴县孝直村卫生
所采访，一进门，就发现来这儿求医问药的村民
还真不少，有的感冒发烧，有的前来询问母乳喂
养知识，这让所里的医生忙个不停。“这儿的大夫
可真不赖，头疼脑热的小病不用出村保管能治
好，乡里乡亲都信得过。”一位抱着孩子来看病的
村民说。

“咱们这里有3名医生，都是看全科的。”孝直
村卫生所所长刘峰对记者说，所里的大夫都通过
省里的乡村医生考试拿到了执业资质，目前为孝
直村及周边地区约4000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每
天的工作量大而且繁琐，靠得就是全科医生具备
的“综合工作能力”来保质保量地完成。“比如，要
承担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康复治疗，要
为群众查体并建立、更新健康档案，要搞好防疫，
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还要在村民得大病、
重病时，帮助其顺利转诊、及时接受治疗……”李
峰告诉记者，全科医生就像一名“全能选手”，虽
然有时与专科医生相比，水平上仍有一定的差
距，但是业务范围广泛、掌握知识较为全面、与群
众联系密切等都是他们的优势，这也让他们有能
力承担起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重任。

扎根不牢的困惑与苦衷

全科医生作用大、成效显著，深受百姓欢迎。
然而，采访中，一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工
作者却也对记者表达了一些困惑与苦衷。

“目前，社区、农村对全科医生的需求量其实
特别大，但显然现有从业的基层全科医生无法满
足这一需求。”说到这，一位村卫生所负责人显得
很无奈，该所原本有7名全科医生，近几年来一直
在“减员”，已经陆续有4名大夫离开了。

为何全科医生不能在基层“把根扎牢”？采访
中，条件苦、待遇差成了记者听到的最主要的理
由。“目前，村卫生室是以药养医，我们干得工作
不少，但一个月也就拿到1000多块钱，而且缺少

其他保障，还比不上外出打工挣得多。”一位乡村
医生对记者坦言，有的同事因此不得不“忙点儿
别的活”以增加些收入，而这无疑会牵扯卫生室
的正常工作、影响服务质量。

某市级医院社管科主任表示，没编制、职称
序列下不来，也增强了在社区工作的医护人员流
动性。“目前，还没有完备的配套政策，基层医务
人员吃不到‘定心丸’，就容易浮躁、有怨言，自然
影响到业务的正常开展，培训一批人才没工作多
久就走掉的事时有发生。”

“留根”还需“两只手”

如何才能让全科医生在社区、在农村“把根
留住”？许多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

期待能有更完善的制度、更全面的扶持措施这
“两只手”同时发力。一方面，能够针对他们
最关心的编制、保障等问题出台完备的解决办
法，让他们有动力投身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另
一方面，也希望继续改善基层机构的软硬件建
设、特别要进行更大范围的医务人员业务技能
培训，让他们有能力为基层群众提供优质、高
效的服务。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省已出台的《山东省关
于招聘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为乡镇卫生院
培养全科医师的实施意见》，其中已经作出了人
事管理、待遇、保障措施的相关规定，并对受聘乡
镇卫生院的工作人员予以财政补助。济南市近年
来也持续开展“卫生强基工程”，大大改善了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条件。

“相关工作的开展，全科医生制度的建立和
完善，对提高农村基层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加
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实现城乡医疗卫生服务统
筹协调发展有着积极作用。”省城一位医学专家
对此表示。而他同时指出，要进一步扭转基层全
科医生社会需求强烈却地位不高、待遇欠佳的尴
尬，还要作更长期的规划。“要把现有的优惠政
策、帮扶工作进一步下沉，惠及更多的村卫生室，
让最基层的医疗卫生岗位对医学人才产生吸引
力，以更大的积极性投入其中，才能让百姓身
边有更多的高素质的好医生，切实缓解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

□黄露玲 米良川 刘加军 报道
本报讯 为方便广大参保居民就医，济南市

医保办7月3日发出通知，变更了居民医保参保人
开具无卡证明工作流程：即日起，凡参加了济南市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居民在制卡、补卡
期间，需住院或接受门诊规定病种治疗时，可就近
到街道社区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开具无卡证明，无
须像以前一样必须到区医保办办理相关手续。市
内六区可以开具无卡证明的机构由原来的6个区
医保办增加到了92个街道(镇)劳动保障服务中心
(所)，极大方便了参保居民。

通知要求，参保居民在待遇享受期内，遇以下
情况可开具无卡证明：首次办理居民医保卡，制卡
期内就医时手中无卡的；居民医保卡丢失、损坏，
正在补办过程中，就医时手中无卡的；居民医保卡
信息更正，正在补办过程中，就医时手中无卡的。

参保居民开具证明时须提供以下材料：办理
住院(含家庭病床)无卡证明时，参保人必须持有
接诊医院开具的住院票(或相关住院、家庭病床
证明)，参保人身份证明，由他人代理的还需出
示经办人身份证明。办理门规无卡证明时，参保
人必须持有门规证，参保人身份证明，由他人代
理的还需出示经办人身份证明。参保的各类在校
学生和入托儿童开具无卡证明仍需到各区医保办
办理。

通知还规定，各医保定点医院对持无卡证明
就医的参保居民一律视同持卡就医，在办理住院
手续、出院结算时，必须认真核对人员信息和待遇
享受状态，不得借故推诿。

医保参保居民

可就近开具无卡证明全科医生，基层如何“把根留住”
■关注全科医生制度（上）

6月22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建立全科医生制度，对全科医生的培养和执
业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并制订了“再经过几年努力，基本形成统一规范的全科医生培
养模式和首诊在基层的服务模式”的目标。这一决定的出炉，让全科医生的培养和使
用现状再度引起了社会关注。记者随即进行采访发现，尽管被誉为居民健康“守门
人”的全科医生在基层医疗卫生工作中作用重大，但长期以来仍存在着人数不多、扎
根不牢等尴尬，如何在建立相关制度的过程中对这些难题一一破解，还是一个长期
而艰巨的工作。

◆核心提示

□记 者 王佳声
通讯员 王 冰 邵长海 报道

本报讯 大中专院校学生及毕业生近期陆
续放假或走向社会，为使他们远离传销，济南
市工商局近日发出警示，提醒大中专院校的师
生和学生家长，要警惕非法传销者编出的种种
谎言，防止掉进传销陷阱。

警惕以高收入回报家庭的陷阱。传销组织
者利用毕业生急于就业和急于证明自己工作能
力，赢得社会需求和工资报酬的心理，以介绍
工作、高薪诚聘、勤工俭学为由，通过同学、
朋友，甚至是网友邀约的形式，引诱学生前往
传销窝点，胁迫或诱导其参与传销。

警惕以概念运作为理念的陷阱。从近年来
查处的传销案件看，部分传销组织者针对青年
人接触新鲜事物快，喜欢使用新型营销方式的
特点，采取在传销活动中加上加盟连锁、连锁

销售、现代营销、网络销售、电子商务、资本
运作等“名词”，借此吸引缺乏社会阅历的大
学生加入。

警惕以网络营销为名的陷阱。从目前济南
市工商部门对部分传销活动的跟踪调查情况显
示，利用互联网传销已经成为当前传销活动的
重灾区，非法传销的组织者借助互联网平台，
表面上推销实物产品，私下里靠发展下线盈
利，或靠发展下线会员增加广告点击率来给予
佣金回报，并形成多层次信息网络营销模式。
这类传销活动隐蔽性大，发展速度快，已经成
为执法部门重点监管的对象。

警惕以异地为依托的陷阱。为了逃避打
击，传销组织往往在异地开设公司，在本地从
事经营活动，这样更具有欺骗性，也使得传销
组织不被参与人员识破，从而达到控制被骗从
事传销人员的目的。

济南市工商局发布警示

假期警惕传销陷阱

▲7月3日，两名游客在济南黑虎泉景区的护城河桥上赏景。连日的降雨使济南的各大泉
水景区泉水涌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伴着绵绵细雨漫步于泉水绿树之间，欣赏泉城美景。

□记者 汤序民 报道

□郭廷瑜 晁明春 报道
本报讯 7月1日，济南市西部新城建设的重

点项目—长清大学科技园第三安置区项目正式开
工。

该项目位于大学科技园东南方、原崮云湖街
道驻地。项目规划用地58 . 53公顷，总投资16亿
多元。其中，规划建筑面积79 . 96万平方米，可
安置住宅4780户，安置居民11800人。社区配套公
建17 . 2万平方米，配有能容纳48个班的标准化中
学，24个班的标准化小学，12个班的标准化幼儿
园各一所，能容纳60个床位的社区医院和100余
人的敬老院。同时，还相应配建了农贸市场、居
委会、换热站等，小区双气齐全。

据了解，2003年开工建设的长清大学科技园
已经建有乐天、丹凤两个安置区，共安置20个村
子的搬迁居民共2 . 1万人。此次开工的第三安置
区建成后，将大大改善当地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生
活条件，提高大学科技园东南门入口的景观效
果，并把长清城区、大学科技园、高尔夫球场、
五峰山旅游度假区有机连接起来，形成省会西部
新区的城市雏形。

长清大学科技园

第三安置区项目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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