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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优秀作品选登（二）

2020 年滁州市第六届民生杯

好新闻好图片大赛

“过去看病住院得到县城，一路上自己
折腾不说，家人也不方便过去照顾，现在直
接在镇上就能住院治疗，还能让县里的专
家给瞧病，的确方便不少。”前些天，来安县
施官镇桥西村村民陆东树突然感觉头晕乏
力，下肢麻木，6月 21日一大早，他就来到
镇卫生院，找县家宁医院派出的坐诊专家
内科主任马长青看病。经马主任诊断，陆
东树同时患了高血糖和高血压，随即，马主
任根据其症状给出了诊断意见，并安排其
住院治疗。

家宁医院是来安县城的二级甲等医院，
自和该县施官、半塔、杨郢、张山等4个乡镇
卫生院共建紧密型医共体以来，该院选派了
46名业务骨干，组建4个专家团队，到医共体
内各分院常态化开展驻点坐诊及业务指导、
技术帮扶等工作，推动优秀医务人员和优质
医疗资源下基层，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让更多基层群众能够在家门口能享受优
质医疗服务。据统计，去年以来，该院专家在

基层卫生院诊疗人数超过3000人次。此外，
医共体内还实行“双派送”制度，即在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的同时，接受镇、村一级的医务人
员在县内医院进修、培训，为基层培养自己的
医疗团队。在家宁医院的帮助下，半塔、施官
两镇中心卫生院建立了更加科学的就诊流
程，其中半塔卫生院的医疗治疗管理、服务能
力、公共卫生融合、医院文化等建设均已达到
二级医院标准。张山、半塔、施官三地卫生院
也重启了闲置已久的手术室，今年以来，该三
地手术室累计实施手术超过20例。

“基层医疗水平的提升在方便老百姓
的同时，也促使全县医疗资源得到更合理
的分配。”来安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
员段晓明说。目前，来安县已初步形成县
乡间“双向转诊”机制，划定基层医疗机构
能够收治的“50+N”病种，明确这类病例在
县级医院住院治疗的，医保基金不予支付，
促使轻症病人下转，并建立双向转诊绿色
通道，方便危重病人转入县医院和康复期

病人转回乡镇医院，全面落实分级诊疗，盘
活基层医疗资源，舒缓县城医院压力。

“看病方便了，钱花的还少了，政府真
是做了件大好事。”诊疗后还在医院静养的
陆东树由衷地赞叹，经过几天的治疗，他的
病情明显好转。据主治医师马长青介绍，
像陆东树这样的病患如果在县城治疗，花
销应该在 5000 元左右，而在镇上只需要
1000多元。为进一步让群众得实惠，来安
县结合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这一民生工程制
定了县域医共体新农合核心指标量化管理
办法，对可报费用比、实际补偿比等各指标
进行细化、量化，加大补偿力度，同时，规范
药品采购、使用管理，对县级专家在乡镇卫
生院开展诊疗活动的药品，按照二级医院
使用限制，对成员单位的药品采购按省网
采价格销售，在扩大了药品使用范围的同
时也保证了药品价格的稳定。

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现
如今来安县已组建了由来安县第一人民医

院、来安县家宁医院、来安县中医院、来安
县第二人民医院分别牵头的4个紧密型医
共体，实现了县域全覆盖。全县病患县域
就诊率达81%，基层首诊人数不断增加，基
层诊疗人次占比超过 61.5%，基本实现了

“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的目标。
在修炼好“内功”的同时，来安县还借

助长三角一体化的东风，不断引入发达地
区医疗资源。该县汊河镇唐桥村村民程玉
林因脑血管疾病在南京市江北人民医院住
院治疗，病情缓解后又转回位于汊河镇的
来安县第二人民医院继续治疗，而痊愈出
院后，程玉林在汊河一地就报销了南京、来
安两地的看病费用合计7000余元，免去了
奔波之苦。据了解，汊河镇目前已在全县
率先与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
市江北人民医院、南京414医院、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医院等实现了医保联网，进一步
方便了群众。

“医共体”破解基层医疗瓶颈
赵正平

3月10日，天长市安康小区门口。
从上午 8 时遇到环卫工人王立林开

始，一只防疫废弃口罩就开始起身“旅行”。
此前，它被安置在小区门口一个深蓝

色的专用桶里。桶内设有塑料袋内衬，这
使它无法与桶壁直接接触。

每天早上，王立林像往常一样，躬着身
子打包塑料袋内衬。疫情发生后，天长市
城管系统组织 253名市区和 14个镇、街道
的环卫工人，专门负责市区 18 个城市市
区、市经济开发区和各镇街的4635个专用
桶每日2次废弃口罩收集以及消毒杀菌等
工作。

没多久，这只口罩便坐上“专车”，遇到
很多新“伙伴”。车身挂着红色横幅，上面

写着“天长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护废弃口罩
专用收集车”。每天，天长市有 10多台这
样的专用车，穿梭在城市乡村的大街小巷
和农民集中居住区。

30分钟后，它来到此次旅程的第一站
——天长市西城区生活垃圾大型转运站废
弃口罩特设场所集中存放。全市城乡废弃
口罩都被统一运送到这里，由垃圾转运站
站长吴月芳负责“接待”一批批新“客人”。

农历正月初一下午，正在与家人开心
过大年的吴月芳接到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关
于防疫期间垃圾专项处理紧急通知后，匆
匆告别家人，连晚赶回垃圾转运站后，一直
坚守在工作岗位，她把垃圾转运场当成战

“疫”的战场，带领环卫工人按规定要求迅

速清理、腾出专处场地，并准备存放设施。
当正月初三第一批废弃口罩运送到这里处
理时，吴月芳带人戴上口罩和护目镜，手持
消毒喷雾器具，走进废弃口罩集中存放处。

废弃口罩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吴月芳
和工人们只能屏住呼吸，快速完成消杀工
作。从存放处出来，大家的护目镜上全是
雾气，额头汗珠顺着脸颊流下来。

正月初四上午11时，天长市医疗废物
处置中心医废运送员唐来云开着收集车赶
到这里。经过密封、包装、装车……经一道
道严谨工序，将垃圾转运处存放的废弃口
罩统一收集装车。

由于身穿防护服，在每天废弃口罩收
集与运送中，唐来云严控饮水量、不上厕

所，到下午1时30分忙完工作后，才能匆匆
吃上几口饭。“医用废弃物和废弃口罩必须
做到‘日产日清日处’，这是我们转运人员
的责任和使命。”唐来云由衷地说。

每天下午 3 时，唐来云运送废弃口罩
去的地方，是此次旅程的终点——滁州市
医疗废物处置中心，废弃口罩将在这里被
高温蒸煮灭菌、消毒、焚烧。

据了解，疫情发生以来，在“废弃物资
资源化利用”民生工程项目支持下，天长市
医疗废弃物以及废弃口罩收运处置运行安
全、有序、平稳。截至 3月 10日，该市已安
全处置 6.98吨涉疫医疗废弃物和 590余公
斤防疫废弃口罩。

废弃口罩哪里去？天长这么做
王保松

今年以来，全椒县念好“准、快、实、
细、深”五字诀，抓细抓实困难人员救助
民生工程，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
不受疫情影响而降低，较好地发挥了社
会救助在脱贫攻坚中的兜底保障作用。

跟踪回访“准”。将全县尚未脱贫的
159户401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5745名贫
困老年人、1022 名重病患者、1556 名重度
残疾人和 45名存在返贫风险的不稳定脱
贫人口以及760户1932名边缘人口作为救
助的重点，集中时间、集中人员逐户核查，
建立台账，充分掌握困难群众的家庭生活
状况，详细了解群众的诉求和请求，及时解
答他们的诉求、落实帮扶政策。对符合救
助政策的按规定全部纳入救助兜底保障范
围。对暂时不符合救助政策的，作为潜在
的救助对象，纳入数据库，予以重点关注。

便捷服务“快”。疫情防控期间，优化
简化低保审核审批程序，对新申请社会救

助对象暂时取消入户调查和民主评议环
节，避免人员集聚、当面接触。最低生活保
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审核审批时间统一
压缩到 10个工作日。健全“救急难”工作
主动发现受理机制，建立临时救助备用金
制度，将审批权限下放至乡镇，适当放宽疫
情期间地域和金额限制。对确诊的新冠肺
炎患者家庭，及时纳入社会救助范围，保障
其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今年以来，新批
低保对象 278 户 356 人；发放临时救助金
77.54万元，救助城乡困难群众557人次。

手段措施“实”。健全低保家庭经济状
况评估认定指标体系，优化评估认定办
法，规范评估认定方式，提高工作的规范
性和对象认定的精准度。建立了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全县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持续开
展“夏季送清凉”“寒冬送温暖”活动，全面

提升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质量。持续
推进农村老人联系人登记、赡养协议签
订、探视走访制度的落实，履行好农村困
难家庭的高龄、失能、留守老人的关爱职
责，增强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安全监护、
权益保障等基本服务。建立特困供养人
员购买住院医疗护理保险制度，破解特困
供养对象因遭受意外事故或发生疾病导
致住院期间照料护理难题。

落实政策“细”。严格落实“单人保”政
策，坚持保人与保户相结合，切实防止“保
人不保户”造成“户内漏保”问题。建档立
卡贫困户家庭人均收入超过低保标准后给
予12个月的渐退期，对主动申请退出低保
的给与1-3月的低保金。对其他社会救助
制度暂时无法覆盖的困难群众，通过临时
救助做到凡困必帮、有难必救。全面落实
对特困供养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等特殊群体救助福利政策，做到应养尽

养。全面落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政策，做到应补尽补；全面
落实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年人关爱服
务政策，做到应帮尽帮；全面落实贫困重度
残疾人生活补贴、护理补贴，做到应发尽
发。今年以来，发放各类救助金 6600 万
元。

联动机制“深”。连续5个月启动社会
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
制，3-6月份阶段性将价格临时补贴标准
提高 1倍，确保城乡低保户、特困人员、孤
儿等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
而降低。今年以来，全县发放临时价格补
贴 461万元。疫情防控期间，暂时取消临
时救助户籍限制，对未能正常复工复产的
外地来全务工困难人员且符合疫情防控要
求的，由困难发生地乡镇按照急难型，给予
1个月低保标准的临时救助。

全椒县精准施策抓民生兜底线
顾义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