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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住院治疗费用不再按项目付费，而是按病种打包付费”

DRG付费，将走进更多人生活

山东20户以上自然村

4G网络全覆盖
　　□记者　刘兰慧　赵小菊　通讯员　孙济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省大数据局与省通信管理局近日联合举行山东
省电信普遍服务工程竣工仪式，同步开通最后一个4G基站，这
标志着山东全面实现20户以上自然村4G网络全覆盖。
　　记者了解到，2018年以来，我省共计实施4批电信普遍服务
项目。“十四五”以来，累计建设4G基站665个，其中覆盖行政
村基站319个，20户以上自然村基站325个，海洋牧场基站21个。
　　临朐县山旺镇和庄村是典型的山村，盛产核桃、樱桃、油桃
等特产。自从4G基站建设完成，大山里架起网络高速路，当地
特色农产品全部搬上了互联网，和庄村“淘宝村”开张第一个
月，销售额就突破了34万元。
　　为加快补齐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短板，山东持续加码推进乡村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升级。下一
步，山东将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继续求突破见实效，开展数字
基础设施提升行动，加快“云、网、端”信息基础设施和交通、
能源、市政、水利等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全省在用标准机架数力
争达到25万个，建成并开通5G基站达到16万个。

山东曝光民生领域案件查办

“铁拳”行动典型案例

　　□　本报记者　肖芳　张春晓

　　5月15日，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
做完腹腔镜阑尾切除术后，市民王先生出院
回家。这次生病住院4天，他一共花了9880
元，自付3700元。而在大半年前，有相同病
情并采用同样治疗方案的患者，住院花费是
1 . 4万元，医保报销后需自付4900元。
　　这种变化，从患者手中的收费明细单来
看，是现在住院时间更短、检验检查更精
准、药品耗材价格更亲民。而这背后，是医
保DRG付费改革。
　　DRG付费，是一种国际公认较为先进
的医保、医院间结算医疗费用的方式。2019
年山东省正式启动DRG付费改革，青岛市
被确定为国家改革试点城市，济南、枣庄、
烟台、威海、日照、临沂、聊城、菏泽等8
市被确定为省级改革试点城市。按照国家医
保局“顶层设计、模拟运行、实际付费”三
年三步走的部署安排，经过两年多的积极推
进，2021年我省所有试点城市均通过验收并
启动实际付费，目前随着实际付费稳步
运行。

从按项目到按病种付费

　　DRG付费即“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
费”的简称。“通俗点解释，就是患者住
院治疗费用不再按项目付费，而是按病种
打包付费，每一个病种都有一个支付标
准。”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副院长李
国华说。这种付费行为，不是发生在患者
和医院之间，而是医保基金和定点医院
之间。
　　作为青岛市确定的首批DRG付费试点
医院之一，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自去年
7月启动正式付费。李国华介绍，以往，医
保基金在跟医院清算时，采取的是按项目付
费模式，即根据诊治过程中所涉药品、耗
材、检验检查项目，患者实际使用了多少，
医保就按比例支付给医院。在这种模式下，
医疗服务项目越多，医院从医保基金获得的
收入也就越多。这就容易导致过度医疗，带
来医药费用上涨、医保基金承压、群众负担
加重等问题。
　　李国华说，近年来，为控制医疗费用不
合理增长，医保部门每年都会对医疗机构年

度发生的医保基金支出实行“总额控制”，
也就是事先核定年度付费总额，年终进行
清算，超支越多，医院自付越多。这种
“总额控制”模式，确实在规范医疗服务
行为方面发挥了作用，但也带来了意想不
到的问题：每到年底，一些医保支付总额
“余量不足”的医院，便会拖延甚至拒绝
患者住院治疗。
　　DRG付费改革，给出了新的解决方
案。它根据住院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治疗
方法复杂程度、诊疗资源消耗程度以及合并
症、并发症、年龄、住院转归等因素，将患
者分为数百个“疾病诊断相关组”，最后以
组为单位，打包确定价格和医保付费标准。
一般来说，疾病越严重、治疗方式越复杂，
医保支付给医院的费用就越多。
　　通过一个极简模型，青岛西海岸新区中
心医院医保办主任薛鹏形象地解释了DRG
付费的基本逻辑：假设某地经过历史费用数
据测算，得到冠状动脉支架置入病组的支付
标准是3万元。医院每完成一例该病组手
术，无论实际成本消耗是多少，医保和患者
合计只需支付3万元。在这种打包付费模式
下，医院如果诊疗规范、合理检查、合理用
药，实际花费成本少于3万元，就会产生更
多的结余，反之，超支部分由医院自己
承担。

“收入”变“成本”

　　“DRG付费改革后，对于医院来说，
曾经是收入来源的检验检查、药品、耗材
等，一下子都变成了‘成本’。这就倒逼医
院规范诊疗、控制成本、提升服务。”薛
鹏说。
　　不久前，青岛市民殷先生因胃溃疡出
血、失血性休克、糖尿病，到青岛西海岸新
区中心医院消化内科住院治疗。住院期间，
他在夜间如厕时不慎摔倒，导致眉弓、眼睑
受伤，医生为其进行了裂伤缝合手术，花费
约670元。但由于该问题并没有造成分组的
改变，病患所属病组的医保支付标准是既定
的，这部分额外产生的费用大部分由医院自
己“买单”。该事件发生后，医院立即启动
护理服务提质行动，精准识别易跌倒高风险
人群，细致做好家属陪护宣教，进行加装扶
手、张贴标识等环境创设，竭力避免同类事
件再次发生。
　　如今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
DRG已经成为医院进行日常管理运营的一
个有力工具。该院将DRG病组成本核算、

DRG评价指标应用于绩效考核，真正让
医院的临床行为与运营制度紧密结合，实
现提质增效。
　　该院副院长王志余向记者举例说明：
青岛市医保局反馈，去年7－8月DRG实际
付费运行数据显示，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
医院的晶状体手术CB39病组、冠脉支架
植入FM19病组耗材费用偏高。收到反馈
后，医院立即组织在院周会进行通报，然
后结合“清廉医院”建设，将相关问题提
交职能科室，对照全市标杆值开展耗材专
项整改活动。最终，通过提高集采耗材使
用率、与耗材供应商谈判降价、强化诊疗
行为规范等方式，该院冠脉支架手术病组
次均费用由49237元下降至34152元，次均
耗材由24845元下降至15988元；晶状体手
术病组次均费用由14363元下降至8177元，
次均耗材由4302元下降至1788元。

改革效果逐步显现

　　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处长李元芝
表示，推行DRG付费改革，并非简单改
变费用结算方式，而是将改革深化到医疗
临床路径、检查检验、药品耗材使用及医
疗服务全过程，这对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
能、规范医疗机构诊疗行为、助推医疗机
构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这项改
革，让作为群众“保命钱”“救命钱”的
医保基金发挥最大效用，最终受益的是广
大患病群众。

　　从试点情况看，改革效果正在逐步
显现。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全院
住院次均费用由改革前的11000余元下
降至9200元左右，参保人个人负担也从
去年初的约4000元下降到去年末约3200
元，平均住院天数由去年上半年的7 . 81
天持续下降至目前的6 . 7天。通过持续
主动控制成本，该院可支配医保基金
“年底告急”的常态得到改变。与按项
目付费相比，DRG付费多了300余万元的
结余留用资金。“这部分结余资金，我
们可反过来用于科室建设、服务提质、
增加医务人员收入，形成良性循环。”
李国华说。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采取政策
和激励措施，缩短核磁共振、CT、超
声、内镜等检查时间，大大缩短住院时
间，超声检查患者预约当日完成率71%，
放射检查患者预约当日完成率62 . 8%，今
年4月份全院平均住院日6 . 84天。
　　一线医护人员感受如何？青岛西海岸
新区中心医院骨科主任薛清佩说，“在
DRG标杆指导下，医护人员得以卸下创
收包袱，回归治病救人的初心，提升职业
尊严和自豪感。”
　　李元芝介绍，下一步，省医保局将在
前期成功试点的基础上，利用三年时间扎
实推进扩面、提质、增效等相关工作，将
9个城市内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全部纳入
DRG付费改革。

小麦喜开镰
  □新华社发
  5月23日，在枣庄市山亭区新河村麦
田，农机手操作大型收割机收割小麦。
  眼下，枣庄市小麦陆续开镰，当地
农民抓住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抢收晾
晒小麦。

不是“紧箍咒”，而是“催化剂”
　　□　肖芳　张春晓

　　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副院长李国
华坦承，刚开始推进DRG付费改革时，
医院也有不同声音，认为这是在给医院念
“紧箍咒”，会限制医院发展。
　　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建立了
DRG工作推进例会机制，由院长主持，
每月举行一次，各职能部门汇报DRG工
作进展、监测数据、异常问题、工作难
点，大家逐项讨论并制订解决方案。青岛
市市立医院也是从转变管理理念入手，总
院长牵头，组建DRG付费改革专项工作

组，具体负责人由熟悉医保、质管、医疗
的副总院长担任，并成立医保部和质管部
牵头，运营管理部、医务部、药学部、财务
部、信息部协同的多部门联合管理团队。
　　结算清单模块不匹配，病案迟交，病
案歧义……改革落地过程中，各种问题会
不时出现，试点医院各部门在不断试错、
调整、甚至推倒重来，最终协同发力打通
了一道道难关。实践证明，主动改革、拥
抱改革，不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DRG付费改革不是“紧箍咒”，而是
“催化剂”，助推医保、医院、患者三方
实现共赢。

坐得“冷板凳”，父子俩潜心育良种———

“乡村之星”发力西红柿种业振兴

　　□记者　杨润勤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山东省市场监管局曝光第三批2022民生
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典型案例。记者获悉，今年以来，该
局在全省持续开展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全省各级市
场监管部门聚焦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点商品、重点领域和
重点行业，依法严厉查处11类违法行为，加大案件曝光力度，强
力震慑违法犯罪行为。
　　本批曝光的典型案例有：青岛绿森食品有限公司出借食品生
产许可证、明知他人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
活动仍为其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案，淄博惠鑫燃气有限公司中埠分
公司未按规定实施充装前后的检查、记录制度和对不符合安全技
术规范要求的气瓶进行充装案，滨州市滨城区赛德生肉经营部经
营未经检疫、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牛肉案，济南市长清区同心
艺宸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实施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案，
菏泽市牡丹区鲁久五金电料经销经营部涉嫌生产销售侵犯注册商
标专用权的电线电缆案，山东阿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布违法
广告案，寿光市育百寿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侵犯“POP”注册商标
专用权案，北京升华电梯集团有限公司未按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进
行电梯维护保养案，无棣嘉农农资有限公司销售以不合格产品冒
充合格产品的控释肥料案，德州市陵城区金沃土粮食收购部使用
计量器具作弊装置案。

山东启动2022年

“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
　　□记者　张春晓　通讯员　范洪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了解到，为持续
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保民生、促就业工作，我省全面启动“百日服
务攻坚、千万岗位推送”大型公益网络招聘专项行动，为高校毕
业生、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脱贫劳动力等各类劳动者，以及
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搭建求职与招聘供需平台。
　　此次专项行动以“职等你来　就业同行”为主题，将一直持
续至8月25日。行动旨在针对重点人群就业和用人单位招聘需
要，搭建全省统一、多方联动的网络招聘平台，集中开展以线上
为主的特色专场招聘、职业指导、职业技能培训等服务，强化就
业创业政策支持，统筹推进线下服务，提升供需匹配效率，以优
质高效服务助推稳就业保就业。
  据了解，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依托山东公共招聘网开设了
百日千万行动线上山东分会场，设置岗位信息发布、特色专场招
聘、职业指导云课堂、职业技能云培训、就业创业政策等专栏，
并提供各市就业导引地图服务。

前四个月我省实际使用

外资同比增长12 . 7%
　　□记者 孙源泽 报道
　　本报济南5月23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商务厅获悉，今年前四
个月，我省实际使用外资78 . 2亿美元，同比增长12 . 7%。其中，
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30 . 2亿美元，同比增长65 . 9%，占全省实际
使用外资比重的38 . 6%，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12 . 4个百分点，实
际使用外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利用日韩资11 . 7亿美元，同比增长
140 . 2%，占全省实际使用外资比重的14 . 9%，较去年同期提高7 . 9
个百分点。

                   □记者 李媛 报道

  5月23日，在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山东省农业农村
厅指导下，以“保护海龟，你我同行”为主题的“世界海龟日主
题宣传活动”在青岛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启幕，5只被救助和罚收
的海龟在青岛海域顺利被放归。

保护海龟，你我同行

　　□　本 报 记 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刘厚珉

　　在有“中国西红柿之乡”美誉的单县，
任思党、任辉父子俩是西红柿产业的领军
人物。
　　58岁的任思党痴迷西红柿育种30多年，
任辉大学毕业后返乡和父亲一起搞西红柿育
种。他们培育出近60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优质、抗病、高产西红柿优良品种，现有8
个品种获得品种登记，16个品种处在登记流
程中，11个品种入选国家种质资源库。爷俩
选育出多个抗TY病毒品种，填补了我国抗

TY病毒西红柿品种的多项空白。父子俩先
后被评为“齐鲁乡村之星”。
　　5月18日中午，气温一度高达30℃。在
单县北城街道单六村的西红柿种植基地，任
思党、任辉父子俩在对14203、20235等5个西
红柿杂交新品种授粉，大棚内湿热，他们汗
流浃背。“到了制种关键阶段，西红柿层层
开花，每天都要授粉，再高的温度也不敢耽
误，不然几年的辛苦就可能付之东流。”任
思党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说。
　　2019年夏秋，西红柿TY、褪绿病毒在
我国大面积暴发，全国受害面积近300万
亩。这让任思党、任辉寝食难安。任思党
说，“那段时间，我们团队不断查找资料、
试验，利用传统育种手段与生物育种相结
合，创新选育西红柿抗病新材料，筛选出
102份抗TY1、TY2、TY3、MI、SW5、
TOM多基因聚合番茄育种新材料，选育8个

适合多茬口种植的抗TY、褪绿病毒的新
品种，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板凳坐得十年冷，个中滋味心自知。
夏天授粉期间，要在高温的环境下连续人
工作业。汗和土混成的泥浆浸透父子俩的
全身，一天要换三四套衣服，中暑是常
事。“这一摞记录本，每页都有俺爷俩的
汗渍，既是育种技术的记录，也是辛勤劳
作的记忆。”任思党感慨地说。
　　在坚持自主培育的基础上，爷俩一直
在探索适合西红柿培育的产、学、研相结
合的路子。先后与江苏省农科院蔬菜研究
所、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中国农
业大学等十几家科研单位和院校建立了合
作关系。
　　“利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现代生物育
种技术，构建大群体分离、多基因聚合，
选育西红柿育种新材料，可大大缩短育种

时间。原来需要4至5年才能培育出的育种
新材料，现在用2至3年就可完成，有效降
低了育种成本。”任辉说，他刻苦钻研国
内先进生物育种技术，不断寻求新突破和
新知识。
　　父子俩成立专业合作社，积极推广西
红柿新品种，带动乡亲们一起致富。通过
推行基地化种植、标准化生产，目前已辐
射全县14个村，种植面积达2万余亩。
　　他们还成立种业公司，把优质的种子
销往全国20多个省份。“现在每年销售西
红柿种子3000公斤左右。种子价格实惠，
每年为菜农节支近2亿元。”任辉说，他
们选育的柿都14203品种，具有深粉色、
果大、抗病、高产和生长后期不裂果等特
点，受到全国各地菜农的欢迎，推广面积
已达20多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