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乡县人民医院

心装百姓疾苦 抓实健康扶贫
□本报记者 马聆道 中国医药导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时明月 杨柯音

脱贫攻坚，健康先行。健康扶贫，不仅是任务，更是责任和担当。自

2016年以来，内乡县人民医院致力于做好一方百姓的健康“守门人”，做精、

做细、做实健康扶贫工作，切实减轻了菊乡贫困大病患者的疾苦及家庭负担。

自 2016 年起，内乡县

人民医院成立了健康扶贫

工作领导小组和农村贫困

人口大病专项救治专家小

组，明确了健康扶贫的职责

和分工。他们设立了院内

专家组，深入各乡镇对罹患

大病人员进行集中筛查，有

力保障专项大病治疗的规

范性；完善健康扶贫医疗救

助相关制度，如疑难、危重

病例会诊讨论制度、远程会

诊制度、大病救助转诊制度

等，制定了困难群众先诊疗

后付费、大病救助服务流

程，并对以上制度、流程组

织了相关培训。

医院还制定“医疗行业

扶贫口袋书”，并向科室发

放培训，由科室负责人对住

院贫困户予以政策宣传告

知。对罹患 9 种大病的农

村贫困人口，住院不设起付

线，在享受重特大疾病医疗

保障补偿后，按照大病保

险、大病补充保险等有关规

定享受相应补偿待遇。医

院成立大病救治专家组，结

合医院实际医疗服务能力，

组织专家制定儿童先心病

等 14 种专项大病的临床路

径，以提高医疗质量，保障

医疗安全。实行单病种限

价管理，合理控制医疗费

用，减轻贫困群众看病负

担。

从顶层设计着手，夯实扶贫基础

医院优化医疗服务流

程，设立醒目的导医标识，开

通就医绿色通道，对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特困人员救助

对象、城乡低保对象和困难

儿童严格实施“先诊疗后付

费”，落实好贫困人口大病专

项救治。在病区设置“贫困

户专用病房”和“大病救治专

用病房”，贫困人员患相关大

病入院时直接收住各相应病

区病房。设立一站式综合服

务窗口，完善临床路径和单

病种限价措施，细化路径指

南和诊疗方案，合理控制医

疗费用，减轻看病负担。贫

困患者出院结算时，由基本

医保基金、大病保险资金、大

病补充保险资金和医疗救助

基金支付的费用先由医院垫

付，患者结清个人承担费用。

医院对困难群众建立专

项救治台账，仅2018年一站

式即时结算补助农村低保

1302 人次 1828450.5 元，补

助建档立卡贫困户 970人次

300064.5 元，补助农村五保

户合计 164 人次 524706.31

元，大病保险报销补助 3036

人次 1523602.73元。

从优化服务入手，完善各项保障

内乡县人民医院承担

大桥乡杨沟村和岞 清泉

村 两 个 扶 贫 点 的 扶 贫 任

务。他们先后派出 35 名党

员干部对口帮扶 107 户贫

困户。所有帮扶责任人不

辞劳苦，走村入户，同村民

一块劳动，同村民拉家常、

交朋友，与村干部座谈，详

细了解了村情民情，帮贫困

户理清发展思路，圆满完成

了各项扶贫任务。

2016 年 3 月 ，县 医 院

选派席阳凡为驻村工作队

员 到 杨 沟 村 开 展 精 准 扶

贫。席阳凡深入田间地头

调 研 ，因 户 施 策 ，因 人 制

宜，引导贫困户学习专业

技能，发展养殖、种植业。

县医院还每年筹措资金 2

万余元，为杨沟村两委改

善办公条件。针对杨沟村

慢性病高发的态势，医院

还多次派专家进村义诊，

并免费发放 2万余元药品，

群众获益 4000 余人次，贫

困户足不出户便享受到了

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2017年11月，医院又派

党员干部杨帅到湍东镇董堂

村任第一书记。杨帅常驻村

里、埋头苦干，走遍了董堂村

的角角落落。他全面排查、

精准帮扶，全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9户 29人，低保户10户

26人，他一户户走访、调研、

帮扶。他加强村级党组织

建设，夯实产业发展基础，改

善基础条件，增进党群、干群

关系，使董堂村摘掉了“软弱

涣散村”的帽子。他针对致

贫原因，采取“一户一策”的

帮扶措施，引导村民发展林

果600余亩，并协调2户贫困

户到牧原养殖场上班。在医

院的支持下，对9户贫困户实

施了“七改一增”，使他们拥

有了好的生活环境。

从蹲点驻村入手，实现“精准扶贫”

2017 年 12 月，内乡县

人民医院与县域内 16 家乡

镇卫生院组成医共体合作单

位，派出49名中级及以上职

称医生下乡参加医共体，所

有下乡医生均参与“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目前共包 216

个行政村的 15635 户贫困

户。截至目前，累计诊治门

诊患者 1.5 万余人次，开展

教学培训20余次、培训医务

人员 600 余人次，举行大型

义诊活动7次。

2018 年 8 月至 11 月，

医院响应健康扶贫“名医送

健康”走基层活动，由副院

长王清波带领 14 名专家，

分赴 3 个乡镇 24 个行政村

进行义诊、开展健康大讲堂

和赴困难群众家中诊疗活

动，共为 1500 余名群众做

了免费体检及健康指导。

县医院每年

都 开 展“ 送 温

暖 ”、“ 送 医 下

乡”、“健康教育”

等多种活动，先

后组织医师 45

人次到贫困村开

展义诊 6 次，免

费向贫困户发放

5万余元的药品

和 6万余元的米、面等生活

用品。他们还定期组织医疗

队到贫困村所在卫生院进行

教学、义诊等多项活动，提高

了扶贫点基层卫生院的服务

能力。

从签约服务入手，严控因病返贫

本报讯（记者王 锐 通讯

员鲁延如）夏季气温高、湿度大，

是感染性腹泻、手足口病等肠道

传染病的高发季节。宛城区疾控

中心工作人员提醒，预防关键在

于防止病从口入，养成“吃熟食、

喝开水、勤洗手”的良好卫生习

惯。

手是传播病菌的主要媒介，

正确洗手可以减少30%至 50%的

疾病风险。疾控专家提醒，养成

勤洗手的习惯，特别是在饭前、便

后、加工食物前、护理病人前后、

给孩子换尿布前后、接触鼻咽分

泌物后、接触垃圾后，要采用六步

洗手法洗手，用肥皂水、洗手液等

清 洁 剂 在 流 动 水 下 至 少 洗 20

秒。喝开水，不喝生水，使用清洁

的水漱口、刷牙、洗食具、水果、蔬

菜和其他食品。装饮用水的容器

需经常清洗、消毒。加工食品时

要生熟分开，自制热卤熟食要用

专用的熟食案板、刀具和专用盛

放容器，避免交叉感染。食用新

鲜食物。生的蔬菜、水果可能沾

染致病菌、寄生虫卵、有毒有害化

学物质，生吃瓜果、蔬菜要充分洗

净或削皮后食用，最好先用清水

浸泡，然后使用清洁水多次冲

洗。一旦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

要尽早就医，注意病人的饮食隔

离，做好餐具的消毒。一些肠道

传染病可通过苍蝇、蟑螂等媒介

传播，市民应保持室内清洁、卫

生，及时倾倒垃圾，疏通污水沟，

做好灭蝇、灭鼠、灭蟑工作。注意

膳食平衡、荤素搭配，多食富含膳

食纤维、维生素的新鲜蔬菜、水果

等清淡健康食品，不暴饮暴食。

少食油腻、生冷食品，慎食凉菜，

尽量不要生食海产品。疾控人员

建议，对于 6 个月至 3 岁的易感

者，可以注射肠道病毒 71型灭活

疫苗进行预防。⑩6

肠道病夏季高发

食物入口 把关要严

一边观赏夏日美景，一边享受健走带来的激情活力，凉爽的

天气，为喜欢晨练的市民带来快乐的享受。⑩6

本报记者 张 展 摄

享受夏日 健走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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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 超 通讯员

宸菡星）6月 10日，内乡县板场乡

卫生院为敬老院的30余位孤寡老

人上门服务进行免费健康体检。

早上6点，板场乡卫生院5名

医护人员便带上各种医疗器械来

到敬老院，对老人们进行血糖、心

电图、血压测量，心肺问诊和健康

咨询，了解老人身体状况，并把体

检结果记入健康档案。活动持续

了近两个小时，得到老人们的一

致好评。

据悉，本次活动旨在让老年

人充分享受基本公共卫生的惠民

服务，加快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工作，切实体现关爱老年

人的健康。老人们足不出户，就

能享受到专业的健康检查，在全

社会营造了敬老、养老、助老、爱

老的良好氛围。⑩6

走进敬老院 爱心暖夕阳

山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