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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纪伟 通讯员 宋刚 王奉娇 报道
本报日照讯 为规范提升互助养老公益扶贫岗

位开发流程，助推互助养老公益扶贫岗位开发，7
月20日，五莲县人社局就业处一行3人前往石场乡
南仲家村，参与该村互助养老公益扶贫岗位的选
举、表决、签署协议座谈会。

在南仲家村互助养老公益扶贫岗位开发现场会
上，南仲家村工作人员向村民代表宣读了互助养老
公益扶贫岗位职责要求，介绍了11名被护理对象情
况，举手表决推选出了4名公益扶贫岗位人员，确
定每名护理员负责3名被护理对象。其中一个岗位
采用“互助养老+”模式，护理员除负责1名老人的
吃饭洗衣任务外，还承担一部分村卫生保洁工作，
每月工资700元。村民代表无异议后，村委与护理
员现场签订劳务协议。

五莲县人社局发挥部门职能，积极开发公益扶
贫岗位，创新实施“互助养老+村务服务”公益扶
贫岗位模式，把“脱贫”与“解困”相结合，努力
将所有符合条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其中。

五莲规范

互助养老开发流程

□ 本报记者 纪伟 杜辉升

自2014年以来，日照市不断推进产业扶
贫、创新行业扶贫、组织社会扶贫、突破区域
扶贫，完善老弱病残特困群体脱贫、解困机
制，共完成减贫11 . 44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7 . 4%降至0 . 22%。

日照市严格贫困人口纳入退出，对不符合
贫困标准的进行全面清理，并按照应纳尽纳、
应返尽返原则，2017年日照市新纳入0 . 19万
人、返贫0 . 16万人。先后动员1 . 6万余名干部走
访33万户次，逐一采集信息、研究帮扶政策，
按每户一册，建立《日照市贫困户档案》
59778册，制定帮扶措施33万条，人均3 . 7条。
2016年以来共投入财政扶贫资金7 . 56亿元。为
管好用好扶贫资金，通过联合检查、专项审
计、第三方调查等形式，先后7次对各县区进
行全面检查，覆盖率达到100%。

自2016年以来共投入4 . 45亿元推进产业扶
贫，实施项目590个，预计今年年底可分配产
业收益3800余万元。开发扶贫公益性岗位534
个，完成转移就业脱贫5111人。创新实施富民
农户贷“委托经营”模式，选择有实力的政府
独资或控股企业为经营主体，分别与贫困户、
承贷银行、扶贫部门签订扶贫协议，形成“政
府+银行+企业+贫困户”四位一体利益联结机
制。截至目前，日照市扶贫小额信贷累计投放
10 . 16亿元，列全省第3位；惠及23477户43537
人，贫困户获贷率列全省第一位；年增收
5834 . 1万元，户均年增收2485元，为贫困人口
增收脱贫提供了强力支撑。

积极创新行业扶贫，建立互助养老扶贫模
式，通过聘请有劳动能力的居家贫困妇女，与
失能、半失能贫困老人结对帮扶，同步解决贫
困妇女“居家脱贫”与失能老人“脱贫解困”
两个难题。目前，日照市共聘请互助养老护理
员916名，照料贫困失能老人3234名，占失能
老人总数的77%。

建立“三专一减”健康扶贫模式。“三
专”即专档管理、专人指导、专区治疗。“一
减”即通过全额补助基本医保、提高大病医保
额度、明确医疗机构减免、提高医疗救助标
准、购买商业补充保险等措施，贫困人口全额
住院医疗费用个人自负部分减至10%以内，其
中合规住院医疗费用个人自负部分在二级以上
医院减至4%以内，在乡镇卫生院减至2%以
内。今年1—6月份，累计为贫困人口结算医疗
费用10417人次，减免住院费用1074万元。

建立“一档四全一提升”教育扶贫模
式。“一档”即建立贫困学生管理档案；
“四全”即实施全学段资助、全过程帮扶、

全方位关爱、全覆盖就业；“一提升”即提
升贫困地区教育教学水平。目前，日照市按
照义务教育阶段每生每年补助3000元、高等教
育阶段每生每年补助6000元并全额报销学费标
准，已为8605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发放教
育扶贫专项资金6356万元；累计完成投资4 . 72
亿元，实施贫困地区学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45个，贫困地区中小学校结对帮扶率达到
100%。加大贫困户危房改造力度。对贫困户
存量危房进行地毯式排查，按需采取重建、
加固、租赁等不同方式，完成6637户贫困户危
房改造任务。

广泛组织社会扶贫。加强党员干部帮扶，
日照市29名市级领导包联重点贫困乡镇，458

个市县单位、441名市县第一书记、3万余名党
员干部下沉到扶贫一线。

发动企业帮扶。日照市发动277家国有企
业、3100多家民营企业、13家日照异地商会、
4家异地日照商会参与脱贫攻坚，包联重点贫
困村，投入资金达3 . 6亿元，送扶贫车间、送
产业基地、送产业项目、送技术服务。

动员志愿组织帮扶。搭建“日照志愿扶贫
信息平台”，建立“互联网+志愿扶贫”机
制，使贫困户需求与爱心扶贫网上精准对接，
实现了志愿扶贫活动由过去的分散、无序、自
发、随意转变为集中、规范、有组织、可持
续。

目前，日照市已有志愿服务组织等780余

个单位，3 . 4万余名志愿者参与扶贫，已有
2644条扶贫需求信息被社会爱心组织认领，累
计投入帮扶资金1189万元、物资12 . 1万余件，
帮扶贫困群众34575人次。

全力突破区域扶贫。莒县北部、五莲西
部、东港西部、岚山西北部，由于立地条件
差、交通不便，日照市90%的扶贫工作重点
村、56%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集中在这一区
域。为此，日照市加强道路建设，重点实施
“路网提档升级、自然村庄通达、路面状况改
善”三大工程，2016—2017年完成投资10 . 5亿
元，开工建设道路22条183 . 7公里；2018计划投
资12 . 74亿元，建设项目16个，已开工项目14
个，完成投资4 . 86亿元。

自2014年以来，全市共完成减贫11 . 44万人

日照贫困发生率从7 . 4%降至0 . 22%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刘欣欣 报道
本报日照讯 9：24分在巨峰中心卫生院

做完心电图，9：26分岚山区人民医院的心电
图室坐诊医师给出的诊断报告就回传了过来。
“在镇医院做心电图，不用排队就能享受区医
院的诊断，还少花了钱，真是一件大好事。”
8月6日，在巨峰中心卫生院做心电图检查的71
岁的陈长贵老人说。

在乡镇医院做心电图，区医院专家就能知
道“心事”，这得益于岚山区医共体“五大中
心”建设。去年，岚山区依托岚山区人民医院
建设了医学影像中心、检查检验中心、后勤服
务中心、远程会诊中心、健康管理中心五大中
心，借助“互联网+医疗健康”大数据，推动
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融合发展，实现了区镇两
级医院的信息互通、检查结果互认，实现了医
共体内同质化临床配套服务。

如此一来，岚山区群众在基层医疗机构做
的检查，不仅心电图可以享受区医院医师诊断，
医学检验、影像也可以享受区医院专家的诊疗。
数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中心检验、心电分析、

摄片诊断1635人次，远程会诊21人次。
这是岚山区医共体建设带来的改变之一。

记者从岚山区卫计局获悉，去年8月份，岚山
区以区人民医院为牵头医院，8处政府办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为成员单位，实行
紧密型管理，将全区180处一体化村卫生室、
社区卫生服务站全部纳入医共体，实现全区健
康服务的一体化管理。“医共体”内各成员单
位通过制定章程或签订合作协议等方式，以技
术、服务为纽带，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相互协
作、共同发展。

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水平由此得以显
著提升。在医共体建设中，岚山在医共体内统
筹专业人员管理，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
实行人才“区招镇用”“区管镇用”；通过下
派、进修、轮训等形式促进人才双向柔性流
动。今年1—5月，结成1+1+1师徒关系（区医
院、乡镇医院、村卫生室）32组，共下派专家
82人次，累计帮扶402天，指导基层查房、授
课124次，会诊手术30次；举办培训班26期，
免费接受基层医务人员进修学习35人次。

更好的诊疗服务之外，还为基层群众提供
享受优质、价廉的药品耗材。岚山设立医共体
药品耗材采购办公室，发挥带量采购优势，统
一药品、耗材采购渠道，成员单位负责提报采
购计划，牵头单位区人民医院负责审核管理，
配送公司负责配送，进一步降低了采购成本，
提高了配送及时性。医共体内统一药品耗材目
录，统一药品耗材配送企业，严格执行药品采
购“两票制”，对用量大的药品耗材进行二次
议价。

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让医共体成员间建
立了更加紧密的利益共享机制，倒逼医共体内
各医疗机构主动控制不合理医疗费用，降低外
转患者，尽最大努力减少居民患病。据岚山区
卫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实行医共体后，医保
管理部门将当年度岚山区居民统筹金提取风险
基金和大病保险基金后按人头全额预拨给区医
院统筹管理，区医院按照“月度预拨，半年考
核，年终决算”的原则进行分配和拨付，超支
超限部分由区与各医疗机构按7 : 3的比例分
担，结余由区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按

6:3:1比例进行分配，通过实行居民医保按人头
总额预付、超支不补、结余留用，将医保基金
由“医院收入”变成“医院成本”。

区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由过去的
1:1:1竞争关系，变为了1+1+1合作关系，上接下
转的顺畅转诊通道由此打开。岚山区明确牵头
医院60个下转病种的指征，乡镇卫生院82个可
收治病种，其中59个病种由乡镇卫生院自行收
治，23个在牵头医院帮扶下收治，制定了转诊
流程和责任分担，保证了双向转诊顺畅。

如今，作为“紧密型”医共体成员的巨峰
中心卫生院，去年8月至今年7月底，门诊量
6 . 9万，同比增长32 . 6%；出院1422人次，增
1381 . 2%，上转患者212人，下转78人。医共体
还为各乡镇街道制定临床专业发展计划，量身
订做了特色专科，以科室为单位派出力量在岚
山头、碑廓、虎山、高兴、黄墩、中楼等卫生
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以中医、妇科、儿
科、内科、外科为主的综合病房，通过传、
帮、带，进一步提升了全区基层医疗机构的医
疗服务能力。

镇医院作检查 区医院知“心事”
岚山医共体建设让基层群众少花钱少跑路看好病

□丁兆霞 席彩宁 报道

送清凉到一线
8月6日，日照市岚山区总工会开展“关爱职工、平安度夏”为主题的“送清凉”活动，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工作者送上了遮遮阳伞、

绿豆、茶叶、矿泉水、毛巾等防暑降温物品。

□栗晟皓 任菲 刘佳 报道
7月27日晚，日照市公安消防支队山海天旅游

度假区大队在旅游高峰期，组织平安旅游服务大队
消防志愿文艺分队来到吴家台民俗旅游村，开展
“消防演出进乡村”活动。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李波 逄仁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记者8月9日从日照市教育局获
悉，为推进教干教师师德修养和专业素养进一步提
升，今年，日照市设立市级教师培训专项资金400
万元，组织开展市级教干教师暑期集中培训28项，
预计培训教师5653人次。

今年6月，日照市教育局发布《关于印发2018
年市级教干教师培训项目的通知》，确定今年市级
培训项目共计40余项，其中暑期集中培训28项，涵
盖了全市所有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校长（园长）
和专职工作人员。此外，全市22000余名教师将参
加“互联网+教师专业发展”工程省级远程研修，
全体参训教师通过“山东省教师教育网”个人空间
和研修工作坊进行研修学习，另有900余名新教师
将参加各区县组织的新教师岗前培训。培训根据需
要采取专题讲座、名师指导、案例分析、研讨交
流、外出培训和市内研修等多种形式进行，各区县
也根据需要采取县内培训和县外研修相结合的方式
组织实施，既有中小学一线名师现身说教，也会聘
请教育部和国内知名高校专家、学者进行专业指
导。

日照开展暑期培训

为教师充电

□记者 高华超 报道
本报日照讯 8月1日，记者从五莲县人社局医

保处获悉，为让贫困群众享受便捷的医保待遇，近
日，五莲医保处积极采取措施，联合民政、卫计、
保险等相关部门以及定点医疗机构，狠抓健康扶贫
一站式结算工作，推行“一网覆盖、一窗经办、一
票结算、一次办好”的服务方式。

在全市定点医疗机构设置健康扶贫服务窗口，
集中办理健康扶贫费用报销业务。扶贫人员在出院
结算时，在一张费用结算单上分列了基本医疗保
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医疗机构减免、医疗商
业补充保险和个人自付费用全部信息，所有优惠政
策一目了然，贫困患者出院时只需付清自负部分，
即可办理出院手续，不需到多个部门申请报销费
用。

医保“一站式结算”

助力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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