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赵忠
民 通讯员马 雷）“司洼村
的怀孕人员抓紧时间与我
联系啦！四维彩超检查、
血清检查等都可以免费。
咱们可不能错过这样的好
政策啊！”近日，睢县孙寨
乡司洼村乡村医生吕秀兰
通过自己建立的“各种信
息通知群”，向本村服务对
象发送免费孕前优生筛查
信息。

随着科技的发展，微
信逐渐成为新时代的一
种交流手段。睢县部分
乡村医生抓住这一特点，
建立微信群，随时发布孕
期保健、预防接种信息、
健康管理等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信息，让群众足
不出户就能享受贴心服
务。

据了解，睢县西陵寺
镇卫生院也在探索借力微
信群提升服务水平。今年
8月，该院启动免费孕前优
生筛查、新生儿疾病筛查
项目后，工作人员利用微
信群组织服务对象参加筛
查，主动与已经自费筛查
的服务对象联系，让服务
对象通过微信平台发送材
料，帮助他们及时报销费
用。

目前，睢县越来越多
的乡村医生通过建立微
信群打通便民服务“最后
一公里”。

睢县村医
借力微信群服务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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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文晓欢）日前，
河南省卫生计生委、河南省扶贫办
转发了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务院扶
贫办《关于印发健康扶贫冬季暖心
服务活动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决定于 2017 年 12 月~
2018 年 2 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
期3个月的健康扶贫冬季暖心服务
活动。

《通知》明确了此次活动的主
要内容，包括组建基层健康扶贫工
作队伍、宣传健康扶贫政策、核实
贫困人口患病情况、加强健康扶贫

信息动态管理等。
《通知》指出，由乡镇卫生院医

生、驻村干部、乡村医生、计生专干
等基层卫生计生人员组成的健康
扶贫工作队，需要承担起六大任
务：进村入户开展健康扶贫政策宣
讲，掌握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情况和患病情况，为农村贫困
人口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为患
有大病的贫困人口到定点医院进
行集中救治做好联系对接服务和
救治后健康管理，对患有慢性病的
贫困人口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和慢性病管理，运用健康扶贫动态
管理系统对贫困人口患病和救治
管理情况进行动态管理。

具体到健康扶贫信息动态管
理，《通知》明确，全国健康扶贫动
态管理系统是国家指定的健康扶
贫信息统一管理平台，原则上各
省不再单独开发建设，已经建设
本 地 健 康 扶 贫 信 息 系 统 的 ，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前做好与国家
动态管理系统的技术和数据衔
接，确保系统实时对接、数据动态
更新。

在转发《通知》的同时，河南省
还提出，全省各地要按照省卫生计
生委、省扶贫办《关于为全省建档
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制作配发“健康
扶贫爱心保健箱”的通知》要求，结
合冬季暖心服务活动安排，为农村
贫困人口免费发放“健康扶贫爱心

保健箱”，并配备相关药品和健康
知识宣传手册；积极宣传健康扶贫
冬季暖心服务活动开展情况，对活
动中涌现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迹
进行宣传报道，并将活动总结于
2018 年 2 月底之前上报省卫生计
生委扶贫办。

健康扶贫冬季暖心服务活动开启
基层卫生计生人员需要承担起六大任务

本报讯（记者常 娟 通讯员李 兵）近
日，河南基层卫生联盟在郑州成立。该联盟
是由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者和机构自愿组成
的全省公益性法人社会团体，是发展我省社
区卫生服务的重要社会力量。

据悉，全省基层卫生联盟的主要任务
是团结和组织全省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者以
及社会各界热心社区卫生服务事业的人
士，促进我省社区卫生服务事业发展；加强
政府、社会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联系，维
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其工作者的合法权
益，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工作者服务。

目前，河南基层卫生联盟已吸引了 38 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参与，河南省人民医院是
其主委单位。

全省基层卫生联盟将通过以下措施促
进全省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参与社区卫生服
务有关政策措施的调研、咨询和论证等工
作，向有关管理部门反映社区卫生服务人员
的意见和建议；开展社区卫生服务行业维权
和自律管理工作，维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开展社区卫生服务方
面的学术活动、理论研讨和经验交流；开展
社区卫生服务相关专业领域继续教育；开展

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人员及其他专业技术人
员岗前培训、岗位培训和规范化培训，提高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类人员的专业水平；组
织开展社区卫生服务技术、方法和产品的评
价及安全性研究，推进适宜技术、新方法和
新产品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的应用；受卫
生行政部门委托，协助制定行业管理规范、
技术标准，开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评价工
作；根据国家政策，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信息
平台，组织编写、出版社区卫生服务学术期
刊、教材、图书、信息资料及音像制品，开展
相关咨询服务。

河南基层卫生联盟成立
全省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有了重要力量

本报讯 （记者王明杰 通讯员房廷东
胡 林）记者12月27日从潢川县卫生计生委
获悉，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看病难、看病贵以
及县域外转诊率居高不下等实际问题，潢川
县设置“五道防线”，扎扎实实推进健康扶贫
工作。

第一道防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潢川县对困难群众就医费用合规部分扣除
起付线后，分段实施按比例报销。截至12月
7日，贫困人员报销医疗费6565人次，报销金
额2139万元。

第二道防线：大病保险。潢川县对合规
费用超过1.5万元的部分按比例报销，年度封
顶线为40万元。截至12月8日，大病保险已
报销3096人次，报销金额1345.1万元。

第三道防线：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潢川
县对群众就医费用合规部分进行再次报销，
起付线为3000元，50000元以上报销90%，不
设封顶线。仅2017年上半年，全县就为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发放城乡基本医疗保险补偿
984.78万元，大病医疗保险补偿70.7万元，大
病补充医疗保险补偿111万元，减轻了贫困
群众的就医负担。截至12月8日，大病补充
医疗保险已报 2469 人次，报销金额 8837 万
元。

第四道防线：医疗救助。潢川县对低保
对象、五保户、困境儿童及贫困人员看病就
医费用报销后部分按不同情况给予 5000~
22000 元救助。截至 12 月 8 日，大病补充医
疗保险已报393人次，报销金额137.55万元。

第五道防线：健康扶贫保险和意外伤害
保险。潢川县出台《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扶贫
保险及意外伤害保险的实施意见》，以 2015
年底统计的全县 66563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
员为对象，县财政出资1530.94万元，为贫困
人员每人每年购买200元的健康扶贫保险、
30 元的意外伤害保险。贫困人员不管在哪
一级医疗机构看病，自付费用均可再报销
70%以上。此举筑牢了缓解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第
五道防线。目前，全县符合规定的贫困人员共计报销63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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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 须 通讯员
白 鹏）12 月 19 日，巩义市人民医
院基层医院业务提升专家组一行
8 人来到涉村镇卫生院及北山口
镇卫生院，开展第十次下乡巡诊帮
扶工作，践行党的十九大精神，扎
实推进分级诊疗制度落地生根，完
善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同步提升医
疗服务能力，推进巩义市医共体建
设。

巩义市人民医院疼痛科主任白
二红在涉村镇卫生院巡诊查房结束
后，做了《为民除痛乃疼痛科神圣职
责》专题讲座。白二红从临床常见疼
痛性疾病的常见病因、发病机制，为
基层医务人员重点讲解了治疗方法，
如神经阻滞治疗、射频治疗、臭氧治
疗、银质针治疗等，受到当地医务人
员好评。

“巩义市人民医院为我们送来了
最实惠的帮扶。巡诊专家及时对危
重患者抢救治疗，最终使其转危为
安。”在北山口镇卫生院巡诊中，北山
口镇卫生院院长王世伟再次提起巩
义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及重症内科
综合监护病房主任冯文帅巡诊时抢
救84岁住院老人的故事。

据了解，自 10 月 17 日起，巩义
市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贺新霞带
领该院巡回医疗队的专家，深入基
层进行巡回教学查房，开展专题讲
座。他们的足迹踏遍县域医共体
20 家成员单位，把温暖与关爱送
到基层患者身边。

“一切从患者的利益出发，既考
虑病情，遵从科学原则；又考虑人情，
遵从人文原则，将病情与人情结合起
来，切实服务群众。”贺新霞说。

近日，濮阳县人民医院外二科护士长夏慧丽走到病房
查看一名术后患儿时，无意中得知那天是患儿的一周岁生
日，回到护士站就和程丽芳主任商量定做生日蛋糕。下午，
医务人员将生日蛋糕送到了病房。这个意外惊喜让孩子的
奶奶非常激动。图为责任护士石秀梅为患儿切蛋糕。

陈述明 李亚辉/摄

“红会送医”，送到咱老百姓身边来
本报记者 文晓欢 通讯员 牛莉枝

12月7日中午，在新密市平陌
镇龙泉村，7岁的军军（化名）放学
后在乡间土路上一路小跑儿。军
军的爷爷望着孙子的背影，心里有
说不出的高兴。

2015年以前，军军连1米都走
不到，每天都由爷爷背着。自从上
级医院为军军做了手术后，军军的
爷爷才觉得这个家有了奔头儿。

让军军受益的是“红会送医”
活动，新密市是河南省“红会送医”
计划的首批试点县（市），平陌镇中
心卫生院是直接受益单位，与郑州
市中心医院结为“红会送医计划”
对子。军军爷爷提到的上级医院
就是郑州市中心医院。

2015 年，为了贯彻落实河南
省“369 人才工程”，郑州市红十字
会、郑州市卫生计生委启动实施
了“红会送医”计划。截至目前，
这项政策已在新密实施了3年。3
年来，“红会送医”活动按照“送得
出、接得住、可持续”的原则，不断
加大投入力度，逐年扩大送医规
模，改善了很多困难群众的就医
境况。
红十字会搭桥，医疗质量有保障

围绕“红会送医”活动，郑州市
红十字会、新密市红十字会可谓把
奉献精神和桥梁作用发挥到了极
致。

“红会送医”专家等各类志愿
者到基层医疗机构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所产生的交通费、餐费等，均

由省红十字会负责，乡镇卫生院不
需要负担任何开支。

每次“红会送医”活动开始前，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都会积极组织
乡镇卫生院与上级医院召开协调
会。据新密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刘玲玲介绍，第一步，根据乡镇卫
生院实际情况和当地老百姓的需
求，同时结合志愿服务医疗机构的
专长及特色医疗技术，确定重点帮
扶项目和人才需求方向；第二步，
确定专家团队人员组成、讲座主
题、查房及义诊安排、活动线路设
计和接待服务等各项工作；除此之
外，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条幅、宣
传材料、宣传单等形式广泛宣传，
使群众了解上级医疗机构专家来
到基层。

“每次‘红会送医’活动开始前
一周，乡镇卫生院都会通知各村乡
村医生。收到消息后，乡村医生第
一时间告诉村里有需求的乡亲们，
上级医院来专家了。”崔沟村乡村
医生李振阳说，活动流程越来越完
善，时间固定在每个月第四周的周
四，有时不用他通知，乡亲们还会
相互提醒。

在活动中，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每次都参与，非常注重搜集基层医
务人员对上级医院专家“传、帮、
带”的反馈意见；同时，组织群众的
分流、导诊工作，并现场召开座谈
会，研讨交流。

活动结束后，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会再次召集乡镇卫生院和郑州
市中心医院召开总结会，研讨本次

“红会送医”活动的成效及不足，根
据需求调整计划，制定下次活动方
案，确保送医活动扎实稳步推进。

授人以渔，基层医生受益
连日来，平陌镇卫生院院长冯

江涛一直在积极递交申请，期望
“红会送医”活动2018年能在平陌
镇卫生院持续开展。

“‘红会送医’活动开展3年来，
坦率地说，使卫生院技术提升有了
质的飞跃。”冯江涛坦言，若没有

“红会送医”，技术水平至少要落后
3年。

冯江涛所言不虚。以平陌镇
卫生院开设康复理疗科为例，2015
年年底，魏腾宇在郑州市中心医院
学习９个月，专攻康复理疗技术。
2016 年７月，他学成归来后，平陌
镇卫生院顺利开设康复理疗科。
目前，康复理疗床增加到8张，日均
接诊量15人次，月收入增加到2万
余元，不仅满足了辖区居民对中医
康复理疗的需求，也扩展了乡镇卫
生院的服务范围。同魏腾宇一样，
3年来，共有12名医务人员到郑州
市中心医院学习。

此外，乡镇卫生院还与郑州市
中心医院建立了心电图、CT 远程
会诊系统，实现心电图、CT由省级
医院专家诊断；建立远程会诊机
制，实现了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就能
面对面与上级医院专家交流、看

病，大大提升了乡镇卫生院医疗技
术水平。

两年来，乡镇卫生院门诊就诊
人数同比增长 28％，住院人数同
比增长 17.8％；3 年来，“红会送
医”活动在平陌镇卫生院共开展
14 次，知名专家坐诊 236 人次，诊
断疾病种类达到 68 种，进行远程
心电图、CT 检查 2400 余人次，远
程会诊180余人次。

患者认可，医疗“同质不同价”
再来讲述一下军军的就医故

事。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随访那天，

军军正趴在门口的石头上做作
业，模样乖巧，字迹工整。但是如
果没有“红会送医”组织的那次幼
儿园体检，军军的今天真是不敢
想象。

提起军军，奶奶的眼眶泛红
了。她用那双粗糙的、有些裂口的
手抚摸着军军的头，打开了话匣
子：“孩子生下来嘴唇紫青，我们就
知道孩子有病，可是家里没钱去医
院看。等到孩子会走了，走不了1
米远，就得蹲下来喘气。”

惊喜来得那么突然。2015 年
农历九月初三，正在做家务的她收
到平陌镇卫生院的通知，上级医院
的专家在幼儿园给孩子体检，查出
军军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当即承诺
免费给军军做手术。第二天，按照
相关要求，她去开了贫困证明和转
诊手续，当天就和军军来到了郑

州，住院治疗。
“住院一个多月，只交了500元

的押金，出院时也给退了。”军军的
爷爷说，“总共花了 8.7 万元，硬是
没让我们掏一分钱。”

军军的爷爷内心充满感激，感
激好政策，感谢好心医生和好心的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不善表达的他
一个劲儿地邀请前来随访的人往
屋里坐。

同样心怀感激的还有崔沟村
39岁的刘丽（化名）。她常说，自己
仅花了100钱就治好了病。

刘丽接受的是乳腺纤维瘤切
除术，手术由郑州市中心医院专
家做，在乡镇卫生院住院治疗一
周，出院时只花了100多元。若按
照正常的就医花费，在郑州市级
医院，由主任医师级别的专家做
这个手术要花费五六千元，但是，
由于是上级专家来基层卫生院做
的，由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
销后，个人的确只需自付 100 多
元。

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自“红
会送医”活动开展以来，医务人员
共义诊2300余人次，现场实施乳腺
纤维瘤切除术5例；深入山区偏远
贫困疑难杂症患者家庭，走访孤寡
老人、偏瘫老人等30户，到村卫生
所会诊66人次，指导合理用药、送
慰问品；为3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进行了手术治疗，并免除了手术费
用。

连日来，平舆县医务人员通过认真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定期上门巡诊等健康扶贫新机制，进一步增强了
帮扶责任，密切了医患关系，催生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乡村名医”。辛店乡卫生院助理医师魏征方坚持到所分
包的村为贫困患者提供上门服务，很快在群众中有了“名气”。如今，他每天接诊患者 50 人左右，比过去明显增
多。

丁宏伟 刘 舸 闫 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