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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曲阜讯 （记者花
宇 通讯员宋思亮 田庆军）从7

月下旬到8月中旬，曲阜市向符合
条件的1053名患有慢性病的贫困人
口，免费派发首批药品。这些常
规药物在医保报销之后，全部由
市财政托底，患病贫困人口不花
一分钱。按照每人每天5元的标准
计算，市级财政预计每年为此花
费200万元。

常年用药的花费，一直是压在
很多贫困患者身上的一座大山。即
便按用药负担较轻的每日5元的标

准来算，每人每年的花费达1 8 2 5

元。在石门山镇董庄南村，患有冠
心病、高血压的贫困患者翟盛梅拿
出一个小纸箱子，里面装满了她半
年来所服药的包装盒。一年下来，
翟盛梅的药费不低于2000元。按照医
保政策，在过去，只有二级及以上的
医院才能进行慢性病鉴定，患者需
要每月一次诊查、开方、取药。对绝
大多数贫困患者来说，去城里医院
一趟非常不便，领有慢性病医疗证
的贫困户极少。即便享受政策，起付
线之外也不能全部报销。以每日5元

标准来算，在报销之外，患者每年还
需要自费支出1020元。

7月22日，曲阜市在10个省定贫
困村，向慢性病患者免费送药。目
前，全市第一轮送药已基本完成。
慢性病病种分为两类，共计47种：
除较严重的恶性肿瘤、尿毒症等甲
类病外，也涵盖了高血压、支气管
哮喘、风湿性关节炎等常见的乙类
病。在这之前，曲阜市已派出二级
医院的专家下乡进行慢性病鉴定，
办理慢性病医疗证，让贫困户享受
到报销政策。今后，慢性病贫困患

者不再需要每月到城里大医院诊查
拿药，因为曲阜市已经将这一权力
下放到乡镇一级医院。属于基本药
物目录的，由乡镇卫生院采购；不
在基本药物目录上的常规药品，汇
总到市里，由二级医院采购分发。
每次派发药品，由乡医开出处方，
乡镇卫生院垫付药费，由乡医或村
医入户派送并诊查。每月，医保办
和卫生院结算药费。剩余的原先由
个人支付的部分，由市级财政支
付。

有了这个政策，今后慢性病的

贫困患者，服用常规药物再不用花
钱了，这让收入本就很低的贫困家
庭松了一口气。除了省钱，服药的
治疗效果也好了。曲阜市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副局长熊宝玉说：“过
去，很多贫困家庭吃药很不科学。
有的是实在舍不得吃，该吃10粒的
吃了8粒，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根
本不起作用。还有的很随意，感觉
不好的时候用药，感觉好了就擅自
停药。现在免费送药，还有医生上
门诊查，贫困户再没有理由不按医
嘱用药了。”

曲阜贫困人口慢性病用药政府全包了
慢性病诊疗鉴定权力下放到乡镇医院，患者不用每月跑城里大医院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兰
姬慧）8月17日，记者从山东省政府
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全省金融业增加值由2012年的
1936 . 11亿元，提高到2015年的3130 . 6

亿元，增长了61 . 7%。截至今年6月
末，村镇银行达到128家，居全国首
位，比2012年年末增加64家。

2013年8月，山东省政府印发
了《关于加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的
若干意见》（鲁政发〔2013〕17

号，业内称之为“金改22条”），
随后推出了一系列较有力度、有突
破的改革措施，全省金融改革发展
进入新阶段。三年来，山东以“金
改22条”为引领，全省金融业保持
了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

作为全国唯一新型农村合作金
融改革试点的省份，截至今年6月
末，全省开展试点的县（市、区）
达到73个，试点合作社160家，参
与试点社员过万人，累计互助业务
金额3308 . 8万元。在此基础上，力
争到2017年底，初步建立与全省农
业农村发展相适应、运行规范、监
管有力、成效明显的新型农村合作
金融框架。

同时，保险业服务能力明显增
强，继续完善农业保险政策，不断
扩大农业保险覆盖品种和面积。
2015年实现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7 . 74

亿元，是2012年的2 . 07倍；今年上
半年又同比增长19 . 5%。生猪价格
指数保险、订单贷款保证保险、菜
篮子工程保险、农房保险等特色险
种取得初步进展。

山东“金改”三年

村镇银行达128家
居全国首位

玉米天穗出，
管理莫疏忽，
追施攻粒肥，
粒大棒子粗。

8月16日，诸城市龙都街道电
商创业园，玉翰手工十字绣电商营
销自成立以来营业额突破5000万
元，带动500多名农村妇女就业。

龙都电商创业园建于2015年，
目前着重打造以“龙诚大集”为代
表的主推本土特色产品的新兴电商
交易平台，并为网络快消品生产企
业打造以实体展示结合网络营销为
特点的企业官方旗舰店。

（任治安 摄）

8月6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
多位种植大户和企业代表慕名来到
新泰市聚野家庭农场，探究野菜市
场。

聚野家庭农场的农场主焦圣贵
难掩兴奋之情。十年前，他初探野菜
人工种植项目；现在，他的聚野家庭
农场已经做到野菜种苗培育和产品
选育、种植、深加工以及销售一体
化，野菜品种138种，野果品种36种，
其中野菜种子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百分之七十。

野菜市场

已初步形成

“野菜规模种植已在不少地方
兴起，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地区的
野菜消费需求越来越大，网上交易
也逐渐展开。”焦圣贵说，据他了
解，去年全国野菜种植面积在十亩
以上的至少有五百家，一些菜市场
也不乏野菜专卖摊位，农家乐、中
高端酒店和大型商超更是野菜销售
的一个重要渠道。

河南南阳养生菜种植基地经理
王雪娇开了一家野味主题餐厅，餐
厅的野菜水饺和野菜火锅很受欢

迎。“我种了十多亩野菜，主要供
应我的主题餐厅。”王雪娇说，周
边地区没人做野菜的生意，她是独
一家，新老客户很多。

除了农家乐、酒店等消费一部
分野菜，一些农贸市场也出现了野
菜摊位。张秀亚是济南市海鲜市场
的一位野菜经销商。“这里卖的主
要是些常见的野菜，像苦菜、荠
菜、面条菜等，差不多六十种。现
在野菜市场还小，今后会越来越
大。”张秀亚说。

“野菜销售目前主要有三个渠
道，农贸市场、农家乐、大型酒店
和超市。其中农贸市场利润最低，
我主要供应中高端酒店和商超。”
焦圣贵说，他去年销售额在200多
万元，纯利润能达到120多万元。

“野菜行业的进入门槛不高，
因为种植技术并不难，但是能留下
却不易。”山东农业大学新农村发
展研究院副院长刘玉升说。

市场成而未熟

产业化尚在探索

焦圣贵去年接触的四百多位野
菜种植户坚持到今年的不到十分之

一。“现在的市场只有种植环节相
对成熟，因为技术难度不大，其他
环 节 还 很 薄 弱 ， 尤 其 是 销 售 环
节。”焦圣贵说，“常见野菜在菜
市场的价格也就一两块钱一斤，不
够成本；在农家乐或酒店就能达到
五六块钱。”

野菜价格和认知度也存在较大
的区域差异。“南方的野菜消费人
群较大，价格比北方稳定。”焦圣
贵说，目前，消费群体也固定在中
高端消费人群。

“现在的野菜深加工主要是一
些野菜水饺、窝头、面条或者野菜
茶之类的初级产品。”焦圣贵说，
野菜饮料、药品等方面还难以突破
技术和资金瓶颈。

“野菜大部分可以吃，但有些
品种不易多吃，而且吃野生的野菜
一定要慎重。”焦圣贵说，在公
园、街道、工厂等地都有野生的野
菜，但往往伴随着污染和重金属超
标的情况。

泰安泰山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
常年从事有机蔬菜生产、加工、销
售和出口贸易。公司经理王娟说，
从无公害蔬菜到绿色蔬菜再到有机
蔬菜，是野菜产业下一步发展的必

由之路，“野菜本身卖点就是健
康、养生，绿色有机是方向。”

野菜也要

讲究品牌建设

现在，在焦圣贵的三个网店
里，野菜和野菜种子的订单每天有
一百多单，在种子和种苗的销售
上，网络销售约占总量的三分之
二。焦圣贵野菜卖得好，得益于他
除了经营着网店还经营着多个全国
性的野菜网站和相关论坛，并经常
在网上组织种植企业、经销商和消
费者互动。

焦圣贵还联合全国数十家大
型野菜种植、经销企业、酒店和
科研单位，组成了一个野菜产业
联盟。“希望产业联盟可以实现野
菜市场信息和订单共享；也可以共
享种植、虫害防治的技术和经验。”
焦圣贵说，以后每年六七月份会举
行一次野菜论坛，大家组团把市场
做起来，品牌建设是自己企业和全
行业发展的重点。

“下一步把品牌建设和野菜的
养生文化及地域文化相结合，让野
菜更有‘嚼头’。”刘玉升说。

进入门槛不高，能留下却不易

野菜市场成而未熟，风险不容忽视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赵文存 肖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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