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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 振
通讯员 梁志花 尤媛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有啥毛病大夫随时能来

处理，我住在这儿女们不担心了。”4月18
日，淄博市张店区杏林养护院的老人张立芬
（化名）告诉记者。养老机构里有了医生，
老人的医疗需求有了保障，张店区立足不同
机构的不同特点，探索多种形式的医养结合
模式，为辖区老人提供种类丰富的医养照护
服务。

“以往，养老机构大多不具备医疗资
质，如果老人突发急症，只能打120送到医
院，很容易错失最佳抢救时机，延误治
疗。”张店区杏林养护院院长刘淑凤告诉记
者。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失
能、半失能老人需要专业的医养护理服务，
而医疗机构无法给病情稳定的老人提供长期
床位，养老机构或家庭又缺少及时的医疗照
护，使得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护问题成为社
会和家庭面临的难题。

据了解，张店区驻地医疗机构6 3 0余

家，床位数量5700余张；养老机构45处，养
老床位6000余张，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相对
丰富，而各机构的规模大小、地理位置、经
济实力等情况又各不相同，难以“一刀切”
式的进行医养融合。近年来，张店区立足医
养机构的不同特点，因地制宜开展建设，多
方共赢匹配需求，探索医养结合的多种可
能，破解医养融合难题。

投资3000余万元，淄博博爱医院、淄博
昌国医院、张店区中医院、原金岭铁矿医院
和淄建医院，分别成立淄博老年人博爱养护
院、昌国养护院、张店区中医康复养护院、
杏林养护院、淄建养护院5家医养结合的老
年人养护机构，实现了“医中生养”。“5
家医养结合机构要么在医院院区内，要么与
医院一街之隔，老人们平时有个头疼脑热，
医生们随时可以处理，一旦出现急危重症，
无缝衔接诊疗流程，最大程度提高治疗抢救
的成功率。”张店区卫计局医政医管科科长
陈琳琳介绍说。

辖区内还有不少村居办养老机构，由于

规模小，大医院与之合作的意愿不高，而自
建诊所的成本又高、难度太大，医疗需求难
以得到充分满足。“村居养老机构有医疗需
求，而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有公共卫
生服务任务的现实，双方需求对接可以实现
共赢。”陈琳琳说。他们在辖区内的孙家
村、五里桥、科苑、王舍等社区开展卫生服
务站与社区老年公寓的合作，不仅老人的体
检、康复、调理用药等日常医疗保健有了着
落，养老机构和村居卫生服务机构的需求得
到了满足，实现了“医养互补”。

对于居家养老的失能、半失能老人，张
店区通过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提供上门诊视、
健康查体、保健咨询等日常医疗服务，实现
“以医助养”；对于有开设诊所意愿的养老
机构，张店区则落实相关政策，积极支持符
合条件的养老机构，促其“养中生医”。通
过多渠道、多层次的医养结合体系的构建，
张店区的医养结合能力大大提升。截至2016
年底，全区医养结合床位数量增加至1135
张。

今年4月，王舍社区卫生服务站为王舍
老年公寓的150位老人体检，具体实施体检
的是张店区人民医院体检团队。“上级医院
的仪器设备更先进、更完备，老人们更满
意。”王舍社区卫生服务站负责人表示。据
了解，为切实提高医养结合机构的医疗服务
水平，张店区还通过医联体，为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到基层机构打通渠道，让老人得实
惠。

去年以来，张店区政府陆续下发《关于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及《关于转变
工作思路聚焦项目建设加快推进社区治理暨
养老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工作的实施方案》
等纲领性文件，为医养结合产业发展奠定基
础。

多层次的医养结合服务体系，高水平的
资源下沉基层，张店区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
的医养结合新模式，有效缓解了辖区十余万
家庭养老照护的后顾之忧。而目前，这样的
探索还在进行，张店区“医+养”的全新可
能或许正在孵化中。

□记者 王 凯
通讯员 李永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国内首例显微镜辅

助下一期前后路切除高龄颈椎巨大突出手术
患者，从山东省立医院脊柱外科顺利出院，
这标志着我省脊柱手术显微微创技术日臻成
熟。

据山东省立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丰
荣杰介绍，患者为男性，78岁，高龄颈椎外
伤，合并重度颈椎后纵韧带骨化、颈椎巨大
间盘突出、多节段颈椎管狭窄，椎管侵占率
达90%以上，已出现独立行走困难、憋闷气
短等运动、呼吸功能性障碍，病情危重，自
感活动能力一天不如一天，生命危在旦夕。

医疗团队采用难度、风险较高的理想治

疗方案——— 显微镜下一期前后路切除高龄颈
椎巨大突出，由丰荣杰主刀。为确保治疗万
无一失，麻醉、手术过程中患者的每一个翻
身、任何一个体位改变，都要在主刀医生的
统一指挥、指导下完成，始终保持“轴位翻
身”（头部与躯干没有相对运动）体位，格
外细心。同时，采用特殊颈椎拉钩，精确曝
露病灶点，创伤小；借用显微镜的优势，确
保手术中的几千次操作，每一次都做到精准
到位，没出现丝毫偏差、失误。

手术既最大限度地切除了病灶，又没增
加任何额外损伤，几近达到完美的程度。患
者术后恢复顺利，神志、语言、饮食、感觉
运动、大小便功能等恢复良好，没有任何并
发症出现。8天后，患者顺利出院，再经过2-3
个月，身体各项功能有望回归正常人水平。

既保证手术安全，不损伤神经，又能缩
短手术与麻醉时间，在这样的前提下一期完
成手术，一直是脊柱外科医生面临的巨大挑
战。据丰荣杰介绍，显微镜辅助下颈椎手
术，使比较困难的颈椎前路手术成为可能。

可以通过放大手术视野，提供良好的照明，
让手术视野清晰，立体感强，术者不光可以
依靠双手的感觉，还可以依靠双目的视觉，
使得手术变得安全微创，大大缩短手术时
间。原来非常困难的颈椎前路手术，包括难
度最大的单间隙手术，也变得相对容易，为
一期前后路手术治疗高龄、危重、多节段病
变等风险大的颈椎病患者提供了安全保障，
使他们能获得彻底手术的机会。

此次手术达到了颈椎手术操作难度的新
高，经文献检索，国内尚未见报道。手术方
式的选择包括前路、后路和前后路联合手
术。颈椎前后路手术是最理想的手术方式，
脊髓减压彻底，患者神经功能恢复好。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其他退行性
疾病一样，颈椎疾患的高龄化现象日渐突
出，保守治疗，患者可能很快就瘫痪了，长
期卧床，没有生活质量，还会出现各种卧床
并发症，危及患者的生命。此次手术的成
功，意味着患者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不仅提
高了生活质量，而且大大延长了生存期限。

医养结合床位增至1135张 缓解十余万家庭养老后顾之忧

张店因地制宜探索医养结合新模式

山东省立医院完成国内首例

显微镜下一期颈椎前后路手术

□通讯员 高晖 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省卫生计生委接受省扶贫开发工

作成效考核组对健康扶贫的考核评估。
据省卫生计生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于富军介绍，今年

以来，山东省卫生计生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一系列
指示精神，将健康扶贫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推动全省卫生
计生事业科学发展的重大机遇，精心组织，扎实推进，圆
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全年，对建档立卡患病贫困人口落
实“八个一”工程（明确一所定点医疗机构、确定一个家
庭医生团队、签订一份服务协议书、制订一张健康卡、建
立一个健康档案、进行一次健康查体、对重大疾病组织一
次健康会诊、发放一张健康明白纸）54 . 08万人；集中救
治37种大病患病贫困人口23 . 17万人，救治其他大病患病
人口17 . 47万人，合计救治40 . 64万人，占患病人口总数的
73 . 39%。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刘祥征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2日是第19个世界哮喘日，“健康中

国行——— 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呼吸专项行动”系
列活动在济南举行。

当前，我国哮喘防治面临知晓率低、控制率低、死亡
率高的“两低一高”局面。据统计，我国约有3000万哮喘
患者，但根据我国哮喘流行病学调查的最新数据，仅有四
成（40 . 5%）患者达到控制，患者及家属往往存在诸多观
念误区是导致哮喘控制不佳的主要原因。

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发布，为哮喘患者指明了管理方
向。据山东省健康教育所所长孙桐介绍，此次活动现场发
布成人和儿童哮喘防治最基本、最重要的10条健康教育核
心信息，以指导媒体做好哮喘防治科普宣传，引导大众更
科学有效地控制哮喘。其中，早诊断、早治疗是关键，首
选吸入疗法，要坚持长期、持续、规范、个体化治疗，切
不可自行停药；急性发作有可能导致死亡事件的发生，患
者应随身携带哮喘缓解药物（支气管扩张剂）并掌握基本
的急救措施，降低哮喘急性发作引起的死亡风险。

□孟聪 罗焕华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由中国药学会药事管理委员会主

办的“药学质量提升项目”暨第六届药学品管圈研讨会在
哈尔滨举行，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同时获优秀组
织奖和优秀案例奖。

济南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院长马效恩应邀作“医院
药学服务与药事管理”专题讲座。济南市中心医院的6个
案例入围全国31省份品管圈优秀案例展，其中，以“缩短
静配难溶性粉针剂溶解时间”为主题的QCC小组获得优秀
案例奖并与参会人员分享，得到现场各位专家的高度评价
与认可。

山东健康扶贫：

54 . 08万患病贫困人口

享受“八个一”

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

呼吸专项行动

引导大众科学防控哮喘

济南中心医院获

“药学质量提升项目”两奖项

大众健康微信号 大众健康微博

□通讯员 薛晓鸣 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青岛讯 今年，青岛市崂山区在全

国率先实施40-59岁常住居民健康体检，可
享受200元/人的财政补助。

查体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组织实施，统
一标准，统一质控，统一数据源，规范体检
报告及反馈和健康指导，价值400元/人的健
康套餐，个人缴纳200元，政府补贴200元/
人，最终实现60岁以上居民每年一次健康查
体，40-59岁居民每2年健康查体一次。

崂山区对在基层医疗机构发现异常的居
民开通绿色通道，通过医联体平台转诊到市
级机构就诊，并根据诊疗情况，以家庭医生
签约的形式，向居民提供诊疗和康复帮助。

崂山40岁以上居民

查体政府补助200元

□张健 王凯 报道
本报博兴讯 4月2 6日，我国第十个

“全国疟疾日”，博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合12家乡镇卫生院等单位，围绕“消除疟
疾，谨防境外输入”主题，在辖区范围内开
展宣传活动。通过当地赶集日，在街上和医
院门前悬挂横幅、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宣传，
让群众了解疟疾传播途径、怎样避免和防范
蚊叮咬等健康防疟疾知识。

博兴开展

“全国疟疾日”宣传

□记者 李振 通讯员 尤媛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日前，淄博市张店区2017

年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项目在区中医院
启动。

据悉，年内该区将组织区属医院、全区
193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近300名学员，分三
期两个班次进行经典著作、经典方剂、经验
心得的轮训，推广普及7大类、15种以上的
中医药适宜技术，将全区中医药适宜技术培
训覆盖面提升至100%，进一步优化中医药人
才队伍。

截至目前，该区累计投资近1500万元，
建成标准化国医堂33处，中医药综合服务区
面积达8000余平方米。

张店推广15种以上

中医药适宜技术

□记者 李振
通讯员 焉然 李永秋 报道
近日，在东明县马头镇中心

卫生院，村民们围在省城来的医疗
专家身边，咨询病情用药，进行检
查。

今年，山东省立医院积极响应
省委号召，派出三位年轻干部到东
明县马头镇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在医院党委的大力支持下，
“第一书记”们从群众要求迫切的
优质医疗需求入手，组织了本次大
型义诊活动。

本次活动为期2天，免费义诊
群众近千人。山东省立医院还免费
为马头镇中心卫生院提供了30余台
多功能一体机及儿童诊疗床，提升
了卫生院的技术装备水平。

“第一书记”帮包村

来了省城大专家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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