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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杨秀萍
本报通讯员 林 凯

“咕咕咕”，有人手捧着一马勺金灿灿的玉米
粒，呼唤着鸡群。一只只鸡扑棱着翅膀，聚向这人
的身边，这人则像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一把把
的玉米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均匀地撒开……正
在喂鸡的是一名仅有70厘米的2岁女童，那熟练的
唤鸡声却宛然一个小大人。这是4月16日记者在茌
平县乐平铺镇大尉村尉士北家看到的一幕。

女童的哥哥叫尉法新，今年10岁，患有严重的
脑萎缩。记者见到尉法新时，他正躺在床上，嘴巴
张得很大，头歪到一侧，身子不能像正常人那样挺
直，两眼发呆，时而含糊地哭几声，让人看了心
酸。一个原本会说会笑能跑能跳的男孩，如今却成
了神志不清、连身子也伸不直的重症脑萎缩患者。

悲剧源起于一场小病带来的疏忽。10年前，23天
大的尉法新因夜里发高烧，没能得到及时治疗，最终
引起了脑萎缩的并发症。为了给尉法新治病，家人辗
转聊城、济南，欠下了5万多元的债务。如今，尉法新
每天只能躺在床上，饿了的时候就张张嘴。

坐在床边喂尉法新吃饭的是他的奶奶贾金荣，
今年56岁，是一名重症残疾人。18年前，贾金荣在
村南公路晒粮食时，右腿被卡车严重轧伤，肇事司
机随后逃逸。这场车祸让这个原本就极度困难的农
村家庭雪上加霜。如今，贾金荣只能在家人的架护
下，勉强走两步。

尉士北今年39岁，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但不幸
的是，几年前他查出患有严重足外翻，去年手术
后，由于得不到妥善休养，如今尉士北的脚踝部位
大面积浮肿，走起路来也是一瘸一拐的。尉士北告
诉记者，他以前在砖厂推车子，一个月能挣1000多
元，如今因腿脚不便，什么都做不了。

尉士北的妻子叫刘会梅，靠逢集卖袜子和卫生
纸挣钱补贴家用。刘会梅坦言，由于还要照顾家人，
赶一趟集下来，她也就能挣七八块钱，年前挣得稍微
多点，一天能挣几十块钱，勉强够一家人过年的。

当问及政府的相关低保扶持时，刘会梅告诉记
者，去年婆婆贾金荣刚填的低保申请表，如今还未批
下来。儿子尉法新的残疾证也因未成年，一再耽搁，
享受到的仅是微薄的待遇。“有时候过年的时候，政
府的人会来家里坐坐，送点米、油之类的东西，但除
此之外，便再也享受不到其他的优惠了。”刘会梅说。

四只干瘦的羊在院子里兜着圈；几床散发着浓
郁尿味的旧被子，在晒衣绳上沐浴着阳光；两堆玉米
秸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胡乱堆放着……这就是尉士
北的家。“希望好心人能帮我们请个好医生，救救
我的儿子，让孩子自理，是我唯一的愿望，再也没
有其他任何奢望了。”刘会梅说。

走出尉士北的家，正在整理土堆的村民王长军
告诉记者：“士北的家确实很困难，仅靠村里的那
点救济，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希望有好心人能够
帮助他们。”

□ 王兆锋 王长新 路印娟 王鸿云

患者花钱少了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取得新突破。东
阿县人民医院在全省率先进行了法人治理结
构改革，取消了院长行政级别。临清、冠
县、阳谷、茌平、高唐、莘县被列为第二批
改革试点县，聊城市改革覆盖率达到87 . 5%，
新增14家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使全市
取消药品加成的县级公立医院达到16家。

巩固了基本药物制度。做好了基本药物
2012年版目录的推广工作，推动临床合理应用
基本药物，规范医务人员用药行为，提高了
社会各界对基本药物的认知度和信任度；遴
选100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充药品，有效解
决了基层药品短缺的问题。

积极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为更好地发
挥城市医疗卫生资源优势，带动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能力的提升，聊城市积极引导城市医
疗机构通过托管、技术协作等形式，加快建
立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就医新秩序，有效
缓解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市人民医
院、市二院、市中医医院和东昌府区、临清
市等单位进行了积极探索，为下一步深入推
进医联体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综合服务能力提高了

综合服务能力提高了。近年来，聊城市
持续加强医疗卫生人才学科、技术创新、公
共服务等方面建设，综合医疗服务能力得到
全面提升，市人民医院成功创建为全省首批
三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之一，为将聊城市打
造成为冀鲁豫三省交界医疗卫生高地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成效显著。
市、县两级医疗机构等级评审工作顺利完
成，市人民医院和市中医医院分别通过了三
级甲等综合医院评审和三级甲等中医院评
审，市二院通过三级综合医院评审，18家医疗
机构通过二级甲等医院评审，达到了国家提
出的每个县（市、区）至少有一家医院达到
二级甲等的工作要求。

中医药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积极推进
中医药参与医改工作，协调落实中医药补助
和扶持政策，开展中医优势病种收费方式改
革试点。深入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
工程，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国医堂建设，建成
国医堂68家。

重大疾病防控细了

重大疾病防控创出“聊城模式”。2014年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提高至35
元，积极开展乡村医生签约式服务，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保障健康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
强。在全省首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预防接种
项目经费单列管理模式，王随莲副省长专门

批示，并称为“聊城模式”，省卫生计生委
要求全省推广。

全面落实传染病综合防治措施，聊城市
未发生大的传染病流行，结防、精防服务能
力得到全面提升。积极推广新生儿筛查串联
质谱技术，市妇幼保健院在全省6所开展此项
工作的医疗机构中普及率排名第一。

群众满意度高了

便民活动成为新常态。“赶大集，送健
康”活动全面推进。全年开展活动612次，义
诊6 . 78万人次；农村贫困家庭先心病患儿免费
救治项目救治患儿108名，减免费用390 . 68万
元；“健康快车”、“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
工程”完成白内障免费复明手术3487例，超额
完成任务；“百名专家援基层、千名主治进
农村”活动深入开展，全市下派82名副高级以
上职称和635名高年资主治医师到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开展帮扶工作；“为希望扬帆——— 聊
城计生助学行动”项目救助贫困计划生育家
庭大学生235人。

持续加强卫生计生行风建设。强化与公

安、食品药品监管、工商等部门协作，严厉
打击非法行医。认真贯彻落实卫生行风建设
“九不准”要求，努力解决医疗服务、医药
购销等过程中的腐败问题。大力推进卫生计
生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共建成省级文明单位13
个，市级7个。积极开展医疗机构“三增一
禁”、计划生育收费“三规范一公开”专项
行动，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聊城市卫计委
被市文明委授予“聊城市群众满意文明行
业”荣誉称号，在省考核办社情民意调查
中，卫生计生行业年度综合得分75 . 35，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在聊城市所有参评部门中再
次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聊城市卫计委主任刘德勇坦言，全市卫
生计生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存在
的困难和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卫生事业
发展中的一些体制机制性矛盾逐渐显现出
来，优质医疗资源紧缺，卫生人才缺乏，需
求矛盾突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没有
得到根本解决，医疗服务水平与广大群众的
期望还存在差距，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要求还有差距。必须正视这些
问题，在今后工作中下大力气推动解决。

老少三代仨残疾

这家日子真艰难

16家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便民服务成为新常态———

医改为群众带来多项实惠
◆医改，是一个惠及民生的壮举。

2009年8月，我国启动了新一轮医疗体制

改革，截至目前，三项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人口已超过13亿。在这场克艰攻难的医改

工作中，聊城多项工作走在了全省的前

列，为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杨秀萍 报道
4月6日，聊城市

一家医疗机构的医生正
在给孩子作体检。

近年来，聊城市持
续加强医疗卫生人才学
科、技术创新、公共服
务等方面建设，综合医
疗服务能力得到全面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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