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杨 辉

□ 本报记者 李 振
本报通讯员 张国委 王 洋

一边吃饭一边看大厨翻炒烹炸，看
面点师巧手生花，这是7月2日晚郭先生
与朋友在济南一家餐厅就餐时的场景。
“增添的不仅是新鲜感，更让我们直接
了解到餐厅后厨的卫生情况和厨师的操
作，也让我们对餐厅的卫生更放心
了。”郭先生直言，今后就餐，他还要
选择后厨“可视化”的餐厅。

后厨“可视”正是我省近年来推广
的“厨房亮化”工程的成果。一直以

来，后厨对于消费者来说都是神秘的禁
区，不仅厨房大门紧闭，门上“厨房重
地”“闲人免进”的字样也让消费者无
从得知自己吃进口中的到底是真干净、
真安全还是仅仅是表面光鲜。

陈帅是章丘一家幼儿园园长，后厨
藏在“深闺”也给她带来了不少困扰。
孩子一遇头疼脑热闹肚子，家长首先会
联想到是不是在幼儿园吃得不干净，而
这时园方却很难自证清白。

亮出后厨不啻于让餐饮企业“自我
曝光”，厨房是不是整洁、有没有做到
生熟分开消费者一看便知，这种自己给
自己“上套”的事餐饮企业愿意吗？
“按照规程进行操作的单位，就不怕
‘曝光’。”陈帅说。今年来，该幼儿
园在厨房安装了摄像头，家长们通过闭
路电视系统就可以对后厨的情况进行监
控。看到饭菜制作的每个过程，家长们
对孩子的饮食安全也放了心。陈帅坦

言，有了家长的监督，厨师们对操作间
的卫生条件、原料使用、操作过程更加
注意，幼儿园的食品安全也得到了更好
的保证。

这正是“厨房亮化”工程的目的。
自2013年起，我省在大型餐馆和学校食
堂实施“厨房亮化”工程，打破后厨的
封闭，通过玻璃幕墙、后厨操作间安装
电子监控器、大厅安装显示屏等方式把
后厨的工艺流程展现在消费者面前。去
年，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又开展“清
洁厨房”行动，为餐饮企业的后厨制定
了包括布局合理、标示清晰、生熟分
开、有序存放、卫生整洁在内的20条清
洁厨房标准。截至目前，我省达到“清
洁厨房”标准的餐饮企业已达到61170
家，其中省级清洁厨房餐饮单位1985
家。今年，我省将结合“清洁厨房”行
动和“厨房亮化”工程，进一步推进餐
饮企业后厨的“可视化”，实现“明厨

亮灶”。
消费者的监督倒逼餐饮企业不断改

进提升。我省连锁餐饮企业凯瑞酒店集
团总经理陈林介绍，去年以来，该集团
新建的酒店全部采取了“明厨亮灶”的
设计方案。为了让消费者能看到更标
准、更安全的后厨操作，他们还在省内
首次引进并通过了“白百合”餐厅清洁
卫生安全保障体系。

“‘明厨亮灶’的意义就在于它能
够增强餐饮服务单位的规范意识和自律
意识，让广大消费者参与监督，利于食
品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保护各方面的
合法权益，有利于促进餐饮行业全面优
化升级和健康发展，创造安全放心的消
费环境。”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餐饮处
处长林炳勇说。目前，全省已实施“明厨
亮灶”的餐饮单位已达到25287家，今年会
有更多餐饮企业自晒后厨，让我省餐饮
消费更安全，消费者更放心。

□ 杨润勤

前些日子，省物价局、省卫生计生
委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按病种收费改革的意
见》，7月31日前，全省县级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试点医院对急性阑尾炎、腹股沟
疝、乳腺癌等 1 1个病种实行按病种收
费，并且从明年起，不得少于 5 0个病
种。并要求各市以前三年各病种平均费

用为基数，按临床路径科学测算，扣除
临床路径以外的费用，确定本市病种收
费标准。

众所周知，在超市购物，同一商品，
可以货比三家，看病却不同，同样的病对
于不同的患者、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医生
所花的费用却相差甚大。

按病种收费来了，可以控制医疗费
用，倒逼医院和医生从以往的过度诊
疗的扭曲状态向正常状态回归，从而
使患者的医疗费用更加透明。患者符合
某病种的临床诊疗常规，从确诊入院
起，医护人员按照临床治疗路径进行诊
疗。患者只需按照病种价格一次性交纳
医疗费用，多不退少不补，超支部分由
医 院 自 己 承 担 。 这 的 确 是 一 件 大 好
事，特别是对于贫困患者来说简直是雪

中送炭。
其实，按病种收费并不是最近的“发

明”，我省不少医院也曾进行过类似的单
病种限价试点，但大多遭遇“水土不服”
的窘境，即使还在推行的，也有些不伦不
类。比如鲁南一家医院，当初试水限价，
后来医院收入大幅减少，终于因“撑不
住”而不了了之。还有，按病种收费的基
础是临床路径管理，就是要有明确的服务
流程和项目，然而有的医院“缩水”，把
好事办成了孬事，最后患者成了可怜的
“试验品”。

为把好事办好，《意见》为这次试点
医院打了“预防针”：凡接诊符合临床路
径准入条件的病种，纳入按病种收费管
理，一律实施临床路径管理，入径率要达
到80%以上，完成率要达到85%以上。不得

简化诊疗过程或分解住院次数，要严格控
制同一疾病的重返率，未正常完成临床路
径管理的按病种付费患者，出现入院重返
的，其重返住院的费用由上次接诊住院的
医院全部承担。

尽管如此，还是让人有“水土不
服”之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怎么办？
变着花样忽悠怎么办？窃以为，从根本
上杜绝操作中的弊端，还得让公立医院
要回归公益性这个大前提上，公立医院
改革的核心就是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
制，与趋利化渐行渐远。如若公立医院
追求百姓健康和社会效益，不把利润最
大化当作主要目标，不仅仅是 1 1个病
种、50个病种问题，对所有的病种都会
“薄利多销”，那么操作之忧就不存在
了，也没有必要按病种限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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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贾雁高
记 者 王 凯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东营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全面开展肉制品质量安全专项
整治，切实打击违法行为，加强生产环节
肉制品监督管理。

本次专项整治目标是加强对肉制品生
产企业和小作坊的监督管理，督促企业落
实主体责任，建立长效监管机制。重点打
击无证生产、添加非食用物质、使用回收
肉制品、使用未经检疫合格的原料肉、走
私原料肉，以及使用假冒原料肉生产加工
肉制品的违法行为；重点整治生产环境卫
生达不到要求、超范围超量使用食品添加
剂、标签标识不合格，以及原辅料进货查
验、生产过程控制、产品出厂检验等未落
实企业主体责任的违法违规行为；重点落
实原辅料进货查验台账、食品添加剂使用
台账、产品出厂检验及销售台账等制度的
建立和执行情况，要求实现从原辅材料购
进到产品销售全程可追溯。

专项整治行动将对全市15家获得食品生
产许可的肉制品生产加工企业和所有小作
坊以及重点关注2014年以来在各级监督抽检
中出现不合格的企业，特别是广饶县2014年
省级抽监督抽检不合格的5家企业和收到投
诉举报、舆情信息中涉及到的企业。

□ 本报记者 杨润勤
本报通讯员 崔 蕾

日前，在济南的大街小巷，人们处处都
能看到与健康有关的宣传栏，这些设在家门
口的健康常识宣传栏，得到不少市民“点
赞”。

“市民‘点赞’宣传栏，是因为济南创
卫给市民带来了实惠，济南创卫提高了市民
的健康知识，提升了市民的健康环境。”日
前，济南市卫计委主任贾堂宏说。

贾堂宏说，目前，全市87家二级以上综
合医院均成立了公共卫生科负责健康教育工
作，全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均成立了健康教
育领导小组，配有专兼职人员，制定了健康

教育工作计划，建立了健康教育档案，培训
了健康教育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健康教育知
识培训覆盖率达到98 . 40%，住院病人相关卫
生知识知晓率达到82 . 30%。

同时，全市建成区的76个街道办事处均
成立了健教工作机构网络，积极创新载体，
广泛开展健康教育工作。全市居民健康基本
知识知晓率为81 . 60%，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形成率为81 . 35%。目前，全市7个区共建成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262个，基本形成了覆
盖面广、功能较为完善、管理规范的城市社
区卫生服务体系。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及厂
矿企业健全了健教组织网络，积极结合自身
特点，广泛开展职业病防治、疾病预防、卫
生保健、控制吸烟等方面的健康教育活动。

近3年来，全市完成职业健康体检42733人
次。通过对620名厂矿企业职工进行测试，
职工相关卫生知识知晓率达到了85 . 27%。

贾堂宏说，济南以创卫为契机提升了传
染病防治能力。创卫中制定感染性疾病科建
设、预检分诊、医疗废弃物管理等制度流程
12项，组建督导队伍对225家医院进行督导检
查。医疗废物处置、预检分诊、传染病救治
等工作进一步规范。组织开展病媒生物防制
技术培训，发放病媒生物控制技术要点，加
强技术指导。加大了河道、沟渠等“四害”
孳生地消杀力度。强化食品、公共场所和饮
用水卫生管理，全市未报告甲、乙类传染病
暴发流行和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公共卫生水
平不断提升。

济南：健康宣传栏市民“点赞”

按病种限价别再“水土不服”

东营

开展肉制品质量安全

专项整治

从“闲人免进”到“明厨亮灶”

我省2 . 5万余餐厅自晒后厨

□张建芳 王凯 报道

7月5日，滨州市滨城区完善社

会养老服务体系，切实解决困难老

党员、老年人、残疾人家庭的生活

问题，及时足额发放高龄津贴，做

好老年人高龄和长寿补助统计发放

工作，让各类奖励政策100%落实

到户到人。

图为滨州市滨城区市东街道沙

家居委会的村民喜领养老金和生日

补贴金。

□通讯员 尚 明
记 者 王 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由中国北方肿瘤放射治疗协作
组第一届学术会议暨食管癌个体化治疗学习班在淄博
举行。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省医科院名誉院长、省肿瘤
医院院长、北方肿瘤放疗协作组名誉主席于金明教授
介绍，北方肿瘤放疗协作组是中国北部区域从事肿瘤
放疗及与之密切相关学科的科技工作者自愿组成的，
学术性、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团体组织。将在区域学
术交流、继续教育和多中心临床合作研究，提高国内
肿瘤放疗业务水平。

大会邀请美国威斯康辛医学院Allen Li、天津医科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王平教授、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韩春教授、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光教授、吉
林省肿瘤医院刘士新教授、省肿瘤医院李宝生教授等
十余位国内著名放射肿瘤学专家，就国际国内放射肿
瘤学最新进展，结合各自的研究工作，进行报告和研
讨。来自北方10个省份的近600名肿瘤放疗专家参加了
会议。

中国北方肿瘤放射治疗协作组

第一届学术会议召开


□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国家级中医药学术流派—齐鲁内

科时病流派学术研讨会暨首期“中医基本理论与创新研
究”培训班在济南召开。

目前，我省承担了2个国家级中医流派传承工作室
建设。齐鲁内科时病流派传承工作室已编辑形成两本
《齐鲁内科时病流派传承工作室论文汇编》，组成3个
研究团队，针对中风、糖尿病、高脂血症三个优势病
种，分别进行临床设计，评估优化诊疗方案，2名国家
级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已顺利结业。齐鲁内科时
病流派传承工作室将大力推进流派传承建设。加强对
流派学术思想的传承研究，编纂出版学术流派专著
《血浊论》，完善中医特色诊疗方案，积极开展临床
推广应用。

齐鲁内科时病流派学术研讨会

在济南召开

□记 者 王 凯
通讯员 刘 宇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 5日，山东中医药
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中医院院史馆开
馆。馆内陈列1955年7月6日《大众日报》
题为“祝山东省中医院成立”的庆祝社
论。

山东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史馆以
图文并茂的形式，对该院60年的发展历程
进行了全方位展现。展厅采用仿古院墙、
中医药箱、竹简、书卷典籍等元素，充分
体现了中医的独特魅力。院史馆分为沧海
桑田，薪火相传；翰墨传世，丹青照人等
八大板块，展示了名家寄语、医院大事

记、院部建设、公益活动、职工风采、全
家福合影等内容。

其中，展厅内珍贵历史实物部分，展
示了第一任院长刘惠民的门诊卡、前任院
长吕同杰为孔繁森开具的处方、医院编纂
的各类书籍及各年代的旧照片等具有历史
意义的资料。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史馆开馆

□记 者 杨润勤
通讯员 陈 彦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济南入学入托查验接种证明以
新面貌在全市统一印制并投入使用。据悉，该证可作为
国家免疫程序完成的正式证明，放入学生健康档案管
理，可供入学、入托、出国使用。该证改变了过去均是
采用单薄空白纸张打印，解决了易破损丢失的问题，便
于长期保存，同时，也解决了因丢失反复开具增加预防
接种门诊工作量等问题。

省城孩子入学入托

查验接种证明“变脸”

□张子欣 王 凯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近日，烟台市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体

验式医疗器械经营企业专项整治，加强医疗器械体验式经
营企业监督管理。

此次专项整治重点打击无证经营、经营无证产品
行为，将夸大功效、虚假宣传行为列为重点整治内
容，对全市范围内医疗器械体验式经营企业、有健康
诊疗名目的体验店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同时，通过网
站发布消费警示，提醒消费者警惕通过体验形式夸大
医疗器械功能和无证非法销售的行为，并告知消费者
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应及时拨打投诉热线进行投诉
举报。

此次专项整治出动执法人员294人次，共检查体验
式经营单位55家，对5家企业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烟台开展体验式经营医疗器械

专项整治

□苏新伟 报道
近日，枣庄市“构建和谐医患 健康真情相伴”系列

义诊服务活动在峄城区阴平镇枣园广场启动。来自枣庄市
立医院、市口腔医院、峄城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的28位
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
中医科医疗专家及市疾控中心的公共卫生专家，现场为农
民群众开展义诊活动，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和血糖、进行
健康指导、普及科学防病知识，提高群众健康素养。

图为市医疗专家正在指导青少年口腔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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