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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病种分值付费(以下简称DIP)
是基于大数据进行决策，不需要考虑临
床因素，优点在于容易实施，可以不停
地计算、聚类、调整。”

“我有不同意见。DIP虽然分类更
细化，但我认为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
（以下简称DRGs）更符合基层需要，
它不仅可以倒逼医院、医生提高技术，
推进分级诊疗，还可以倒逼医院进行学
科评估。”

……
7月29日下午2点13分，一场“火药

味”十足的“辩论会”在淄博市中心医
院学术报告厅拉开帷幕。

有别于普通的辩论会，这场“淄博
市医保支付制度改革辨析会”虽然既没
有固定程序，也没有正反双方，但参会的
２０余位有关专家、医保部门相关科室负
责人、各医院分管院长、医生代表针对
ＤＲＧｓ和ＤＩＰ分执一词，争辩地有来有
回，好不热闹。讨论过程中，究竟哪种模
式更适合“淄博路径”渐渐明晰起来。

医改无小事。“既然是辩论就要针
锋相对，要摆数据、讲事实。虽然没有
对错好坏之分，还是要针对淄博实际找
出更合适的路子。”拥有丰富DRGs基
金结算服务经验的国新健康华北大区总
经理张洪说。

当面锣，对面鼓，针锋相对地围绕
对“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展开辩论，这
在淄博市尚属首次。

医保支付制度是医疗保障体制改革
的核心所在，影响着百姓的钱袋子。尽
管在大多数百姓看来，基于大数据的病
种分值付费D I P和按病种分组付费
DRGs，只是字母排列组合的不同，但
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管理的重要环节，是
保障参保人员权益、调节医疗服务行
为、引导医疗资源配置的重要杠杆。

在淄博市医疗保障局局长孙英涛看
来，医保支付制度改革，不仅迫在眉睫，也是破冰当前医改
困局的突破口，更是发挥医保基础性作用的关键，“无论是
DRGs也好，还是DIP也罢，举办辨析会的关键就是让大家畅
所欲言，据理力争，选出一种适合淄博的医保支付方式”。

从2017年淄博执行《淄博市基本医疗保险病种分值付费
暂行办法》起，DIP在淄博已经运行了三年多的时间。这个
起源于中国本土的付费方式，在实现医保基金收支平衡、控
制总费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30个国家和地区在
医疗管理的多个领域使用的DRGs付费方式，对于推进中国
卫生系统管理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将发挥巨大作
用。尤其随着2019年国家医保局开展DRGs付费国家试点，
是否在试点的基础上提质扩面，及时“接轨”也是摆在医保
部门的一道选择题。此次淄博市医保支付制度改革辨析会引
入“辩论”的方式进行充分讨论，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一
条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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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郑莉
本报通讯员 秦帅

威海市现有60岁以上老人75万，占全市
总人口的29%，人口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
在当地部门调查的 6 2万名居家老人中，
96 . 3%的人选择社区居家养老，城乡老年群
众对养老服务有着十分迫切的需求。威海市
积极构建以家庭为核心、社区为依托、信息
化为手段、专业化服务为支撑的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体系，加速破解养老困局。

“12349，一按啥都有”

“漏电了，电器不敢开，家里漆黑一
片，孩子们都在外地赶不过来。”近日，85
岁高龄的刘先生致电威海市12349养老服务
中心，反馈家中漏电问题，中心立即联系平
台加盟服务机构的专业维修师傅上门服务。
师傅将出入证明及体温情况提交给12349
后，马不停蹄地前往刘先生家，不到一小
时，老人的烦心事便解决了。

据统计，1月24日至6月30日，12349热线
共受理居民来电288041件，上门服务5632件，

一条热线筑起没有围墙的“虚拟养老院”。
近年来，威海市严格照“两厅、七中

心、四个工作站”布局，积极整合各类养老
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便民服务零售商等
3000余家单位，打造山东省首家市域一体、
覆盖城乡的居家养老信息平台——— 威海市
“12349”养老服务中心，该中心将“互联
网+”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有效融合，
为老人提供一个“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当老人有需求时，只需一个电话，
12349工作人员便会选派专业机构的工作人
员为老人提供生活服务、居家护理、日间照
料、精神慰藉等各类服务。

为推进平台持续健康发展，威海市积极
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满足补贴条
件的居民免费发放12349话机，每月每户给
予10元月租补贴。目前，在网享受服务的居
民达数十万户。

如今，在威海，“12349，一按啥都
有”的宣传语深入人心。截至目前，平台在
网居民超80万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达
66 . 5万人，全市加盟企业3200余家，实现呼
叫总量300余万次。

机构“嵌入式”，养老不离家

“我耳背，听不到门铃，下次来直接开
门就行。”不久前，家住环翠区环翠楼街道

大众社区的王先生放心地把家里的钥匙递到
沐浴阳光老年公寓助老员王淑果手中。这份
“交钥匙”的信任源自于老年公寓长期以来
的贴心服务与关怀。

沐浴阳光老年公寓是威海沐浴阳光老年
服务公司的一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
公寓整合各类助老资源，向社区老人提供日
间照料、短期托养、长期照护、娱乐休闲、
保健康复、临终关怀等各类服务，为周边居
民服务3万余次，成功打造“15分钟”养老
服务圈。在充分调研和政策支持的基础上，
如今，沐浴阳光已拥有4处社区嵌入式养老
服务中心，专业养老品牌进一步擦亮。

沐浴阳光品牌的成功打造，是近年来威
海市加速布局“嵌入式”、连锁式微型居家养
老机构的缩影。为帮助老人在家门口享受到
专业化、精细化的养老服务，威海市对社区原
有的服务设施提档升级，努力打造集短期托
养、日间照料、居家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养老
服务中心，先后培育了12个连锁品牌、72处
居家养老服务组织，打造了40处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12处镇（街道）养老服务中
心，切实满足老年人就近养老的愿望。

社区办食堂，破解“用餐难”

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佳肴整齐摆放，少
盐、少糖、少油，炒得软烂，免费绿豆汤不

限量提供。一到就餐时间，环翠区鲸园街道
戚谷疃社区食堂里就聚满了前来吃饭的老
人。“来回也就百十来米，方便，一荤一素
加上粥和主食只要8块钱。”81岁的盖元斋
和78岁的刘曼华夫妇对社区食堂很满意。

有些老年人易忘事、不熟悉电子支付，
社区食堂专门配备了人脸识别系统，60周岁
以上低保、特困人员、残疾人以及70周岁以
上的老人到社区实名制登记，就可以“刷
脸”就餐。

在威海，像这样的社区食堂还有很多。
为解决好老年人“一餐热饭”的问题，威海
市将推进城乡老年人助餐服务体系作为提升
养老服务质量的重要抓手，因地制宜、整合
资源，在群众需求量大、基础条件好的城市
社区和农村社区大力推广建设城市社区食
堂、农村老年餐桌。

为引导这项惠民生工程加快落地，威海
市将社区食堂、农村老年餐桌纳入市级为民
办实事项目和区市党政一把手工程，专门
出台政策文件；加大项目建设与长效补贴
力度，对于单独建设的城市社区食堂与老
年餐桌，连续补助三年，市级下拨运营补
助资金325万元，其他各级年均累计列支
5000余万元。威海市计划年内建设45处社
区食堂、100处农村老年餐桌，并全部投入
运营，预计可为80万名居家老年人解决就
餐问题。

难事拨热线、拉呱有好友、下楼有食堂，威海加速破解养老困局

居家养老，如何“足不出户”解烦忧

齐河借力黄河国际生态城向文旅医养健康产业发力

打造百里黄河生态廊道

□ 本 报 记 者 张海峰 贺莹莹
本报通讯员 崔志华 刘 磊

几十只火烈鸟在湖边闲庭信步，优雅的
身姿与水中倒影交相辉映——— 7月14日，当
记者走进位于齐河黄河国际生态城泉城欧乐
堡动物王国时，一个依托原有的湖泊湿地地
貌，集野生动物观赏互动、亲子游乐体验、
科普研学旅游等为一体的动物王国已现雏
形。目前项目正在进行商业配套以及路面硬
化工作，预计近期进行试营业。

“我们致力于在黄河岸边打造一个旅游
综合体。泉城欧乐堡动物王国项目中注入了
黄河文化元素，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目前正
建设博物馆群。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展品包括
黄河象、和政羊等黄河流域的骨架化石，让
孩子们在研学同时了解黄河流域生态文
化。”谈及过去十年在齐河投资超过百亿元
的项目，山东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刘妍深有感触，“得益于齐河以全域
旅游打造沿黄文旅产业带的理念，企业可以
放心落地新项目，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战略的提出，将成为企业发展新的
重大机遇。”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需
要产业支撑。齐河按照“三分之一水面、三

分之一绿化、三分之一建设”的主导思路，
以黄河国际生态城为平台载体，坚持将绿色
发展理念贯穿“双招双引”全过程，聚焦文
化旅游、医养健康、高新技术等绿色产业集
中持续发力。

坐落于齐河黄河国际生态城的齐鲁高新
技术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园，集聚了30余家

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企业。7月14日，一家名为
山东光普医疗的企业正加紧施工装修，再过
一个多月，这里将成为“能量舱”的生产基地。

“能量舱”是一种物理热疗设备，是企业
合作研发的专利产品。该公司总经理钟德志
表示，山东光普医疗2017年落户齐河，一开始
是在此进行孵化，随着业务拓展与生产规模

的扩大，如今“出壳”在当地建设生产基地。
如今，素有“黄河水乡、生态齐河”美

誉的齐河，产业迅速发展。14个重点文旅产
业项目落户，总投资500多亿元，去年接待
游客670万人次。医养健康和高新技术产业
方面，齐河投资70亿元的保利医养健康小镇
通过建设三甲医院、CCRC社区、健康研发
产业园，汇聚优质医疗养老资源。齐河黄河
国际生态城已进驻高新技术企业近百个，引
进各类高端人才120人。

齐河还邀请国际国内顶尖设计团队编制
总体规划，多规合一编制黄河国际生态城生
态景观、综合交通、土地利用等17项专项规
划。未来，这里将蜕变为生机盎然宜居宜业
的活力新城。

作为德州市唯一的沿黄县，齐河第一时
间启动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规划》编制工作，明确18项具体研究课
题，谋划38项重大政策、重大事项、重大
工程。该县先后开展了绿色通道、大地林
网、围村林、黄河防护林四大生态林建设
工程，重点围绕水系、道路两侧植树造
林，每年新增绿化面积4万亩以上，推动齐
河黄河湿地和济西湿地公园一体化发展，
共同打造百里黄河生态廊道。今年1月，齐
河黄河水乡湿地公园通过验收，正式获批
国家湿地公园。同时，齐河坚决开展污染
防治，累计整治“散乱污”企业457家、砂
石料场106家，关停取缔窑炉21家、燃煤小
锅炉189台。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张肖锦绣 杨光

“本来想着下班晚没法到政务大厅
去，没想到在家门口自助机上，不到一分
钟就把带着红章的房产查询证明打出来
了，真是太方便了！”家住泰安市高新区
华新小区的王女士欣喜地说道。“泰好
办”自助服务终端部署不断升级，除了将
政务服务触角延伸到社区和村民家门口，
实现“自助办”“就近办”以外，部分县
市区还以24小时自助服务区为突破口，将
服务时间从8小时拓展到24小时，实现了
“全时办”“随时办”。

去年8月16日，“泰好办”自助服务
终端在泰安亮相，标志着全省第一个部署
到社区的自助政务服务终端启用。泰安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积极推动“泰好办”自助
服务终端进社区，打造“全科+自助”社
区服务新模式。截至目前，全市共部署
430台自助终端，实现了城市社区和农村
区域化党群服务中心的全覆盖。

同时，为进一步提升应用率、知晓
率，充分发挥自助终端“就近办、不见
面”的优势，在“自助申报、证明打印、
便民查询、自助缴费、远程视频直通、全
市通办”六大功能基础上，泰安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着力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壁垒、数
据烟囱，不断推出新功能、新应用。

6月新上线的社保、医保自助缴费功
能，实现了全市通办、异地可办，群众只
需携带手机，前后不到1分钟即可完成当
年的社保、医保缴费以及新生儿的代缴
费。据悉，新功能上线将惠及泰安市28万
灵活就业人员以及420万城乡居民。

“我家是东平的，平时一直都在肥城

做生意，以前每到缴社保、医保费的时候
都要回老家办，一来一回的半天时间都搭
进去了，非常麻烦。今年我听说这个业务
在咱肥城大厅就能办，我家就在附近，特
意过来试了一下，没想到办得这么快，真
是太方便了。”享受到便利缴费的陈吉生
忍不住赞叹。

泰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采取市县联动
方式，将6月份确定为缴费攻坚行动月。通

过广泛宣传发动，积极引导群众通过终端
进行自助缴费，据统计，活动开展以来，群
众共缴费6000余次，缴费1300余万元。

去年以来，泰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将
“泰好办”自助服务终端作为打造“泰好
办”政务服务品牌的重要载体，不断扩展
覆盖面，增加功能应用，提高便利度。目
前，每台自助服务终端至少辐射周边5至
10个村，可为6000名以上群众提供服务，

形成了10分钟自助服务圈。上线以来，共
为群众办理百余万件事，预计节省成本上
千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创新共享方式，
扩展应用范围，着力打破部门间信息壁垒、
数据烟囱，不断提高‘一网通办’水平，努力
让更多企业和群众在‘家门口’能享受到优
质高效无差别的政务服务。”泰安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局长宋鸿鹏表示。

自助政务服务终端从部署到社区到党群服务中心全覆盖

“泰好办”在身边，政务服务方便办

□记者 王亚楠 通讯员 李才林 报道
本报济南7月29日讯 今天，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

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山东省种质资源系统调查队出征仪式在省
农科院举行，3个系统调查队接受授旗。据悉，此次山东省
种质资源的系统调查与抢救性收集任务由省农科院牵头承
担，并根据需要邀请有关单位科技人员参加。

农作物种质资源是保障经济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和农业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事关农业
发展综合竞争力，自2015年起组织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
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今年山东省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
收集行动全面启动。

为确保完成此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任务，
根据农业农村部总体安排和山东省实施方案，由省农科院牵
头组建了3个调查队，主要承担平阴、章丘、胶州、平度、
博山、茌平等6个县（市、区）的系统调查和抢救性收集，
重点调查收集地方品种、老品种、野生珍稀濒危植物，每县
调查收集100份以上，同时对全省从133个县（市）征集和收
集的种质资源进行鉴定评价和编目，将资源性状信息统一录
入数据系统，并将所有种质材料提交国家作物种质库（圃）
妥善保存。预计本次行动全省将收集种质材料5000份。

我省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

与收集行动全面启动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黄恺 报道
本报东营7月29日讯 今天，广饶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对

可以直接下放到村的服务事项梳理已基本完成，预计8月底
前，该县下放到村的事项扩展到41项。将审批服务事项下沉
到村庄社区得益于东营市政务云网“强基”工程的实施和数
字政府建设，目前，东营市已完成1803个行政村、社区村级
政务网络整合建设工作，其中广饶已完成全县571个村（社
区）级政务网络整合建设工作，在全省率先实现电子政务网
络“光纤村村通”。

东营在全省率先出台了电子政务“十三五”发展规划、
加快电子政务集约化发展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文件，政务外网
建设通过整合原有城域网，搭建了“同城异地双核心”网络总
体架构，持续提升网络服务能力，扩大网络覆盖面积，实现为
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的数据通、业务通提供基础支撑。

有了这条“信息高速公路”，原来分散的村级党建可视
化系统、村民健康档案系统、村镇诊所结算系统、应急广
播、雪亮工程等政务信息网络已经实现整合运行，并建设了
全市视频监控综合平台，在已接入全市33000余路视频监控
基础上，深化与应急、交通、旅游、生态环境、公共安全、
政务服务等重点领域视频监控资源的汇聚共享，实现了“一
屏观全局”。此外，东营市通过政务服务平台还梳理并部署
了39个乡镇和1850个村及社区的27000多个政务服务事项并全
部上网，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原来是“小道”到村，现在是“大路”到村；原来是百
兆，现在是千兆；原来，一根线办一个事，现在一根线能办
多个事。这条“信息高速公路”从根本上解决了村级网络重
复投资、应用不畅、管理不规范的问题。

7月28日至29日，全省电子政务工作座谈会在东营召
开，确定将在全省推广东营经验。

东营率先实现电子政务

网络“光纤村村通”

□曹儒峰 报道
市民在“泰

好办”自助政务
服务终端上办理
业务。

齐河黄河国际生态城已有多家医养健康类企业进驻，图为山东光普医疗员工正在开展
研发实验。(□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王志伟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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