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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聚焦焦民民生生实实事事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武国垒

“有大医院在身边，以后有个头疼脑热
的，心里也踏实。”看着正在建设的寿光市
人民医院东城分院，家住洛城街道屯西村的
王兰星说。

看到媒体报道的医疗保险已经提高了标
准，王兰星认为这是大实惠。王兰星说：
“看病报销的多了，个人拿的钱少了，咱老
百姓的负担就轻了。”

去年，寿光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财政补
助、80岁以上老人高龄津贴、医疗资源下沉
等方面持续发力，让百姓得到了更好的保

障。

80岁以上老人有高龄津贴

去年，寿光共为2600多名90周岁以上老
年人发放高龄津贴210多万元，为1016名80周
岁以上低保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140万元。

目前，寿光已落实80岁以上低保户、困
难户老人的高龄补贴，80岁以上老人普惠高
龄补贴制度正在积极建立，适时落实好高龄
津贴制度。

从2009年起，寿光对100周岁以上老人发
放高龄津贴，2013年7月1日起高龄津贴惠及

寿光本地90周岁以上老人，2014年高龄津贴
惠及寿光本地80周岁以上低保老人。随着经
济发展，寿光不断提高高龄老人长寿生活补
贴金，去年，90周岁到99周岁老人每人每月60
元，100周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达到600元。

1月23日，寿光市洛城街道组织全体机关
干部对全街道118个村的2800多名80岁以上老
人进行了走访慰问，为他们送去了油、鸡
蛋、毛毯等慰问品。“东西虽然不多，但对
老人多少是个安慰。”洛城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葛茂学说。

据介绍，高龄津贴按月或季，由各级老
龄办或有关单位同级财政部门发放到高龄老
人手中。享受高龄津贴的老人去世或迁出本
市的，从去世之日或迁出之日的下半个月停
发津贴。

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并轨”

“为鼓励居民积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财政加大了资金投入力度，政府补
助由每人每年的320元提高到360元。”寿光
市人社局局长汪秀丽说。

今年1月起，寿光把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
疗保险并轨，实施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执行
统一的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高值医用
耗材目录和医疗服务设施范围目录，医保可
报销药品增加到近2500种，诊疗、耗材和服
务范围也将进一步扩大。

寿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设
两个档次，一档为每人每年110元，二档为每
人每年200元。居民以家庭为单位选择同一缴
费档次参保，享受相应档次的医疗保险待
遇。

“在不同等级医院发生的医疗费用，起
付标准至最高支付限额部分，按不同的比例
报销，一个年度内，最高支付限额为15万
元。”汪秀丽说，住院报销方面，在一级医

院，起付标准为200元，一档报销80%，二档报销
90%；在二级医院，起付标准为600元，一档报销
70%，二档报销80%；在三级医院，起付标准为
900元，一档报销60%，二档报销70%。另外，在慢
性病门诊医疗、普通门诊、生育报销、大病
报销等方面也有具体规定。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新医院宽敞舒适，省心放心。”1月30
日，因感冒在寿光市人民医院羊口分院输液
的王静从说，不仅硬件好了，更重要的是市
医院的专家都来这里坐诊了。

羊口分院于2014年11月1日正式投用，目
前日接诊病患200多人次。

2012年4月，羊口镇政府投资8000万元建
设的羊口医疗保健中心，由寿光市人民医院
托管，成为寿光市人民医院羊口分院，服务
覆盖羊口镇及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

羊口分院门诊楼建筑面积18803平方米，
设计床位200张。该院医疗设备齐全，既有西
门子16层螺旋CT、DR、全自动生化仪、彩
超、胃镜等大型设备，还有24小时血压监测
仪、全自动化学发光仪、除颤仪等仪器。

“羊口分院是我市规模最大、医疗设施
最先进的镇街医院。”寿光市人民医院副院
长、羊口分院院长朱宪增称，羊口分院所有
药品品种与人民医院保持一致，实行基本药
物制度，药品“零差率”销售。

羊口分院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医疗惠
民活动。“如对羊口和双王城辖区内的5000
多名65岁以上老年人进行了免费查体，为近
900名孕产妇进行免费查体并发放了叶酸，为
近600名农村孕产妇发放了生育补助等系列活
动。”朱宪增说。

羊口分院是寿光优质医疗下沉的一个方
面。此外，寿光正在建设中医院病房大楼和
东城医院一期工程。

耄耋老人享受津贴，医疗保险补助提高，看病有了更多选择———

保障“给力”，百姓心里更踏实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王 朋

寿光市中医院门诊大厅的电子屏幕上，
不断滚动显示着取消“加成”前后对比的药
价：胰岛素每支原零售价65元，现在56 . 5
元；进口的阿卡波糖片，原零售价74 . 2元一
盒，现在64 . 5元。

“5毫升每支的舒血宁针，原来是36 . 20
元，现在是22 . 95元。这一支针就省了十多块
钱。”正在交费窗口帮父亲取药的寿光市民
王广传对记者说。

自2014年11月10日起，寿光公立医院全
部取消西药和中成药的药品加成。

在医疗保障方面，过去的一年，寿光持
续深化和完善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全面完成
村级卫生室改建任务，不断提升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均等化水平。去年，寿光在全省率先
为基层医疗机构增补60种常用药品，并实行
药品零差率销售，完成村卫生室改建167处，
为8 . 9万名城乡65岁以上老年人进行了免费健
康查体。

村卫生室上档升级

1月30日中午，寿光市羊口镇村卫生室，
58岁的刘福祥靠在床头上，一边输液，一边
看着电视。“现在看病也舒服多了，屋里有
暖气，设备也齐全。”刘福祥说，以前的村
卫生室仅配有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老
三件”。

这个卫生室分为诊断室、治疗室、观察
室、药房，安装有电视机、洗衣机、空调，
还配备了体温计、听诊器、压舌板、手电
筒、出诊箱、身高体重仪等基本诊疗设备。

“新建的卫生室环境比原来好多了，房
间宽敞，药品也全。有个感冒发烧的，在村
卫生室就能解决，不用再跑到镇上和市
里。”在化龙镇贾家村卫生室，正在治疗的
村民贾明理告诉记者。

贾家村的老卫生室是上世纪70年代的房
子，墙皮脱落、屋顶漏水。“现在卫生室的
面积由原先的50平方米增加到了130多平方
米。病床、输液椅都换了新的，老百姓看病
也舒心了。”贾家村村医贾元龙说。

2008年以来，我省实施新医改政策，寿
光的408处村卫生室列入全省重点规划村卫生
室名单，省财政出资进行了标准化建设和医
疗设施配备。2011年底，这项工作已全部完
成并通过了验收。尽管如此，寿光仍有177处
未纳入重点规划建设名单。

为此，寿光采取“村居出地（房），
市、镇两级出资”的办法，按照新建15万
元、改建5万元标准，财政出资1995万元，对
未达到省级规范化建设标准的177处村卫生室
（其中新建村卫生室111处、改建66处）进行
建设、改造，解决了部分村卫生室存在的房
屋陈旧、面积较小、布局较乱、功能不强的
问题。

又能买到大青叶了

纪台镇任家庄村民王庆祥发现，他以前
常用的大青叶、中华跌打丸、三九感冒灵、
健胃消食片这些药物，在一度消失后，在村
卫生室又能买到了。

去年，寿光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征集群众意见建议时，不少村民反映
好多价格低廉、疗效显著的常用药不见了。
比如大青叶，在村卫生室甚至镇卫生院都买
不到。

寿光自2010年6月起在全市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全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按规定，
我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只允许配备使用国家
限定的和省增补的659种药品，目录外药品一
律不得配备使用。寿光市卫生局局长张明水
说，不少百姓习惯的常用药未纳入到基本药
物目录，且只有省级以上有药品品种增补权
等种种原因，造成群众认可的一些常用药在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买不到。

寿光市卫生主管部门因无权限增加目

录，只能积极地向上级反映情况，以求尽快
解决群众需求这一问题。同时，要求基层医
务人员在患者就诊时认真做好解释和日常用
药引导工作，多提供一些目录内的替代药供
群众选择，但群众仍不满意。

经反复调研论证，寿光市卫生主管部门
制定实施了“本着先行先试原则，在省卫计
委调整省增补药物目录前，允许卫生院和村
卫生室增补60种常用药品”的解决方案，并
强调新增补药品与基本药物一样全部实行零
差率销售。

88 . 3%的居民有了健康档案

“镇里派来医生，给俺登记上健康档
案，上门在家里检查身体，量血压，送药，
一年四次。我的高血压没再犯过，这样的服
务真是好。”家住营里镇北道口村70岁的村
民李玉香说。

“小到吸烟饮酒，大到既往病史，健康
档案里都有记录。”北道口村卫生室所长齐
春林称。

记者翻阅了一下李玉香的健康档案，只
见里面详细记录了包括体温、脉搏、血压、
疾病家族史等个人健康基本信息，以及生活
习惯、健康锻炼、药品过敏史、诊治情况、
现病史、健康体检记录及疾病的发生、发
展、治疗过程等几十项健康指标。

圣城街道韩家仕庄村村民韩之良认为，
有了健康档案，就能及时知道自己身体的状
况，心里踏实了，看病也更方便了。

寿光按照农民自愿、积极引导、规范建
档、务求实效的原则，为具有寿光市户籍的
农村居民建立了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健康体
检、重点人群健康管理记录及其他医疗卫生
服务记录等内容的健康档案。在建档过程
中，医护人员严格落实了35岁以上人群测血
压制度，并对0～3岁儿童、孕产妇、65岁以
上老人以及高血压、Ⅱ型糖尿病和重型精神
疾病患者等重点人群进行了重点体检。在为
他们建立详细个人健康档案的同时，积极提
供疾病预防、自我保健及伤害预防自救等健
康指导服务。截至目前，寿光已为88 . 3%的城
乡居民建立了健康档案。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马爱惠

1月29日10点，寿光市儿童康复中心PT
室，运动疗法康复师张小娣正在给3岁半的洋
洋做左腿屈伸运动。洋洋的奶奶陈菊香在一旁
看着，不时搭把手。做完康复后，洋洋轻轻站
起来，走到走廊里去了。

洋洋1周岁多时，家人发现他走路总是左
脚脚尖着地。父母带着洋洋去潍坊、济南等地
找专家看，专家均说需要长时间的康复训练才
能治好。从2013年8月开始，洋洋在寿光市儿
童康复中心接受康复治疗。陈菊香告诉记者：
“每天我都带着洋洋来治疗，现在潍坊的专家
说孩子走路基本可以了。”

洋洋的康复，受益于寿光的助残工程。
2014年寿光加大残疾人救助力度，针对残疾儿
童开展康复救助活动，为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
人子女提供资助。

到目前，寿光已有40名脑瘫儿童、5名听
力言语残疾儿童、9名智力残疾儿童接受了康
复训练，市里为每名受助儿童提供每年1 . 2万
元至1 . 32万元不等的康复训练补助，对全市
187名残疾学生补贴学费23 . 51万元，对347名贫
困残疾人子女补助学费21 . 235万元。

免费康复，坚持治疗是关键

现在，寿光市儿童康复中心每天有40多个
孩子接受治疗。“如果没有救助，不可能有那
么多孩子能得到治疗。家里每天出一个大人陪
着孩子，相当不容易。”张小娣说。

袁训杰每天都陪着孙子翔翔做康复。“一
天上6节训练课，护士们虽然吃苦受累，但服
务态度很好，都拿这些孩子当自己的孩子
看。”袁训杰告诉记者，他4岁的孙子一年前
都不敢上下楼梯，现在扶着他敢上楼了。

3岁多的诚诚患有脑瘫，在运动上、语言
上都远远落后同龄幼儿。在接受治疗一年后，
他可以自己坐稳了，眼神也能跟上了。

去年，在完成省0～7岁残疾儿童免费康复
救助的基础上，寿光又投入资金47 . 28万元对
全市0～9岁残疾儿童实施免费康复。

4岁的河河在幼儿园吐字不清，害怕交
流。在儿童康复中心治疗半年后，他已经敢大
声说话，也可以与别人交流了。推拿师刘华颖认
为，只要坚持治疗，就可以让孩子尽早康复。

去年，寿光投入13 . 72万元，为残疾人发放
各类辅助器具520件；投入16 . 6万元，为全市100
名贫困精神病患者每人补助药费700元。寿光还
对盲人定向行走训练支出1 . 4万元，投入21万元
为32个社区康复站配备康复器械，投入12万元
为95户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设施改造。

戴上助听器，说话不费劲了

1月25日，寿光市残联为150名听障患者配
发了助听器。据介绍，这次配发的助听器验配
更加精细、声音更加柔和，刺激性小，可以有
效保护患者的残余听力。

上口镇的王清说：“带上助听器，听到了
清晰的声音，说话终于不用那么费劲了。”

小雪是家住美林花园的王道吉夫妇领养的
一位患脑瘫和佝偻病的残疾孩子。寿光市残联
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为小雪申请残疾人护理
补贴新政策，赠送了轮椅。残联还为小雪办理
了每月60元的补贴手续。

去年，寿光实施六大扶残助残工程。400
名下肢残疾人免费获赠轮椅，16名肢体残疾人
免费装配上了假肢，270名贫困白内障患者接
受了免费的复明手术，106名视力残疾人得到
了低视力辅助器具。寿光还投入15万元，为符
合条件的听力残疾人免费验配助听器150台，
为3名聋儿进行了人工耳蜗植入。

同时，寿光市残联与教育局联合对在校残
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子女进行了调查摸底，对
187名残疾学生和347名贫困残疾人子女进行了
学费补贴，实现了学费补助全覆盖。寿光还投
入20 . 56万元，让全市2285名重度残疾人免费加
入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切合需求，多方助力残疾人

1月30日上午，住在寿光市残疾人综合服
务中心的张祥明，从寿光市残联工作人员手里
领取了彩电、被子、褥子、打火灶、高饭桌、
液化气瓶等生活物资。此次，寿光市残联共为
130户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户免费发放了
生活物资。

为切实保障重度残疾人的基本生活，寿光
对低保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和就业年龄段
生活不能自理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各提高
30%，即在潍坊市定标准每人每月80元和每人
每月60元基础上，从去年第三季度起，对以上
两个项目的补贴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04元和
每人每月78元。

寿光有残疾人7万余名，已办证的有1 . 5万
人。由于受经济实力、医疗设施条件、康复人
才等因素的限制，很多残疾人得不到有效康复。
如聋儿难以配到合适的助听器，缺乏听力训练
场所；许多肢体残疾者得不到辅助器械；不少智
力残疾儿童得不到早期智力开发和功能训练，
以及精神病人缺乏医疗、监护和照管等。

针对这些问题，寿光积极应对。截至目
前，寿光共建立了3处白内障复明中心、1处聋
儿听力语训中心、148处社区康复站，建立了
在全省承担康复任务的妇幼保健院残疾儿童康
复中心和特殊教育学校，并逐步在二级医院设
立康复科，培养康复专业人才等。

残疾儿童得到康复训练，
残疾学生享受补助

助力，
让他们和常人一样

改造基层卫生室 新增常用药 为居民建健康档案

软硬件升级，医疗服务主打“亲民牌”

去年10月，寿光市人民医院门诊病房大楼全面启用，该市医疗条件得到大幅提升。

在纪台镇中心卫生院，居民在核对医保缴费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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