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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眉县卫健局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通过落实公共卫生服务措施，实行“早发

现、早介入、早处置”的工作机制，定期为

贫困群众开展入户随访、免费体检、疾病

筛查及针对性的健康干预，切实增强贫困

群众防病意识，提高其健康水平，推进疾

病预防关口前移，从源头上减少贫困群众

发病数量，提高防返贫工作效率。

同时，建立健康扶贫预警监测动态

管理台账，按月梳理贫困人口医疗救治信

息，对今年以来经入院救治、医疗报销后

仍然存在个人自负费用较高的 21 名贫困

患者，及时反馈县

扶贫办、协调民政

部门通过临时救

助相关政策，及社

会公益组织、慈善机构等开展救助，有效

化解和防范了因病返贫致贫的潜在风险，

为加快脱贫攻坚步伐、促进农民全面步入

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脱贫攻坚

宝鸡在行动

今年以来，眉县创新思路、精准施策、狠抓落实，在“政策保障、救治质量、健康素养、服务能力、
群众满意度、疾病诊疗、医防融合、预警监测”八个方面狠下功夫，推进健康扶贫贴心惠民提升行动
向纵深开展，让贫困群众享受到了更多的政策红利。

贫困群众
乐享政策红利
——眉县通过“八大提高”推进健康扶贫惠民提升行动综述

本报记者 朱百强

眉县卫健局规范药费报销“一站式”结算

服务，全面落实贫困人口“先诊疗、后付费”和

“一站式”即时结算等惠民政策，提高政策保

障水平，方便贫困群众就医。常兴镇武安新村

一王姓村民没交 1 分钱，在县人民医院住院

治疗 44 天，花费 26716 元，出院时只支付了

个人应承担的费用 6617 元。老王逢人就说 ：

“放在以前，患了这样的病，我根本住不起医

院。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贫困户太好了，党的

惠民政策就是好！”

记者在采访中获知，至目前，“先诊疗、后

付费”和“一站式”即时结算模式，在眉县全县

22 个定点医疗机构、152 个村卫生室已实现

了全覆盖。

眉县卫健局积极创新开展了贫困人口“健康家庭

创建”“84 消毒液免费进家庭”“贫困妇女免费‘两癌’

筛查”“贫困儿童免费健康服务”四个专项活动。据

了解，今年以来，累计为贫困家庭发放控盐罐、限

油壶等健康工具 7558 套，创建健康家庭 1578

户，免费发放 84 消毒液 8422 瓶，免费对 3754

名贫困家庭育龄妇女进行了“两癌”筛查，免

费对 1003 名 0-6 岁儿童开展了健康服务。

通过上述活动的开展，眉县贫困群众

健康水平不断提升，防病意识逐渐增强。

眉县卫健局按照“四定两加强”原则，落

实救治责任，规范救治程序，加强大病专项

救治力度，提高疾病救治质量。组织县级专

家组对新增贫困大病患者逐人进行评估，做

到发现一例、救治一例、建档一例。首善街道

岳陈村二组一位姓肖的村民，就是在今年一

季度家庭医生入户随访时发现的大病患者，

6 月份诊断为肾癌，已进行手术治疗。如果不

是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截至 8 月底, 眉县全县患 30 种大病的

贫困人口 1657 例, 正在救治 202 例，治愈出

院 213 例，转慢病管理 1230 例, 死亡 12 例，

救治率达到 100%。

眉县卫健局以医共体建设为抓手，全面

启动三级医院创建工作，邀请省市三甲医院

34 名专家教授到县级医院开展诊疗活动。按

照一院一特色的思路，在镇卫生院开展科室

共建，给每个卫生院培育一至两个特色专科。

安排县级医院 4 名骨干到镇卫生院担任业务

副院长，规定凡职称晋升人员必须在镇卫生

院服务半年以上，强力督促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县级牵头医院每月下村开展业务帮扶一

次，每季度开展义诊服务一次，每半年开展村

医免费培训一次，增强了医疗服务能力，进一

步织牢了村级卫生预防网络，解决了群众看

病难、看病贵问题，保障了群众就近就医。

眉县投资 2000 万元，建设县域一体化健

康信息平台，建成远程影像、远程心电、远程会

诊、电子病历共享四个中心，打通了县镇村三

级卫生健康信息网，实现了县卫健局、健康共

同体总院、县级医院、镇卫生院、村卫生室 5 个

层面资源信息共享，增强了疾病诊疗能力。横

渠镇跑安村的一位李姓村民，不慎跌倒导致腿

部骨折，本来要搭车一个小时到县人民医院骨

科治疗，现在通过远程影像系统，在镇卫生院

拍片子，县级专家远程诊断、指导治疗，既使其

得到了及时治疗，又节省了费用，真正实现了

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目的。

信息平台自 7 月 8 日试运行以来，共开展

远程诊断 2678 次，有 2728 名患者受益。

眉县卫健局强化健康管理，创新健康体检

“七步工作法”，由追求体检数量向追求体检质量

转变，通过“健康教育、免费体检、疾病筛查、评估

反馈、精准施策、中医康复、追踪随访”七个步骤，

提高医防融合水平，对贫困群众体检结果进行分

级分类管理。针对需要用药治疗的，讲清病情，建议

进行门诊或住院治疗 ；针对需要健康干预的，开具

健康教育处方，建立档案进行定期随访干预管理 ；针

对身体健康的，进行健康知识宣讲，预防疾病发生。

至目前，全县共体检筛查 5143 人，进行医疗救治

326 人，干预管理 3417 人，健康宣教 5143 人，形成了一手

抓精准施治减存量、一手抓疾病预防控增量的良好态势。

眉县卫健局全面推行“1+1+X”（即 1 名

村医+1 名镇卫生院医生+ 总院服务团队）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新模式。成立 110 个医师团

队，配备签约服务随访包，将所有贫困户按 4

种重点慢性病、6 种主要慢性病、38 种特殊

慢性病、30 种大病、地方病、因病致贫等进行

分类管理，统一规范服务方式、方法。

至目前，已签约大病患者 202 人、贫困孕

产妇 114 人、慢病患者 8287 人，做到了签约

一人、履约一人、做实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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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
提高政策保障水平

开展四大专项活动
提高贫困群众健康水平

加强大病专项救治力度
提高疾病救治质量

以医共体建设为抓手
提高医疗服务能力

加快县域信息化建设
提高疾病诊疗能力

强化健康管理
提高医防融合水平

做实做细慢病签约服务
提高贫困群众满意度 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提高防返贫工作效率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医共体”医院医生下乡义诊

医生接受患者咨询

患者在“一站式”服务窗

口报销医药费（资料图）

医生走进农家院给群众检查身体

患者在医院接受检查（资料图）

营头中心卫生院举办

健康知识培训班（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