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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风景眼,重庆生态岛。
备受人们关注的广阳岛生态修复
工程进展如何？

如今，广阳岛上美丽风景正
一个接一个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田园风光”“江南风貌”“草原风
韵”“湿地景色”“运动风采”及“抗
战遗风”等景区不仅绿色生态，而
且美得风格多样、精致迷人。

自去年10月12日一期工程
开工以来,建设者们在环岛12公
里的“一线六点”上精心打造，初
具成效。可以预见，生态广阳岛
建成开放后将成为外地游客和
重庆市民又一打卡热地。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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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竣工的重庆广阳岛抗战遗址，多彩植物与人文景观和谐交融。

▲广阳岛上，小桥流水古石桥韵味十足。走在桥上的
建设者沈兴成（前）说，小石桥是我们建的，很开心很自豪。

▲茵茵草地引来白鹭觅食。

▶广阳岛抗战遗址片区，工人们正在养护花木，马鞭草花开得正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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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防控断“病根”
慢病大病有人管，家庭医生上
门暖人心

“以前看个病总得往镇上和县城
跑，我们这边又偏远，很是麻烦。现在
签约家庭医生之后，医生经常上门，有
什么问题可以咨询，看病也方便多
了。”家住荣昌区吴家镇团结村的脱贫
户黄良玉高兴地说。

为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公共卫
生服务，尤其是满足因病致贫的贫
困家庭医疗健康需求，荣昌区以区
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为抓手，打造
出覆盖区、镇街、村社三级医疗服务
团队，通过建立“311”工作新机制，
形成“1+2+X”的医共体公共卫生工
作新格局，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
载体，对困难家庭实施“一对一”的
健康服务管理和健康扶贫个性化服
务，通过上门服务和对各村每月开
展一次免费诊疗，医疗团队对困难
家庭患病情况详细掌握，进而开展
送医送药、健康教育、就医指导、病
情咨询等跟踪和管理。同时，荣昌
区积极发挥“互联网+健康服务”的
作用，建设了家庭医生信息化服务
平台，实现了线上签约、线下签约、

下社区签约、就诊时签约等多种签
约方式，为居民提供及时、便捷的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

“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更
加精准地了解居民健康情况和既往
诊疗记录，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其随访和指导用药情况也一并录入
健康档案，能够为居民后续诊疗提
供准确有用的信息。”据荣昌区卫生
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
荣昌全区已组建了 128 个家庭医生
团队，参加家庭医生签约的医务人
员有 1079 人，实现建档立卡户居家
且有意愿的签约率100%。

“有了家庭医生摸清底数，就能实
现精准研判针对性服务。”据荣昌区卫
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其中针对
能直接治愈的，该区筑起了“三保险、
两救助、两基金”七重医疗保障政策，
持续抓实“三个一批”实现政策兜底治
疗；对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
群众则实施分层分色管理，按绿色低
危、黄色中危、红色高危和紫色很高危
四个层级，分别对应村、镇、区三级医
疗机构分级诊疗；对癌症患者，实施救
治与关爱结合，统一由区中医院接纳，
由市、区专家统一管理救助，提供中医
服务……

瞄准基层除“痛点”
看病就在家门口，优质医疗安
人心

“足不出街看好医生，家门口看病还
费用低。”近年来，家住双河街道排山坳
社区脱贫户梁光才感受特别深。去年他
因病在双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住院
治疗，通过远程影像平台，就享受到了区
级医疗专家会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
责人算了一笔账，像梁光才这种情况，他
在该中心的医疗报销比例不低于90%，
住院费用大约需要3000多元，享受医保
和医院垫付，实行一站式结算后，梁光才
只需支付300多元即可出院。

然而这在过去却难以想象。一段
时间以来，“看病难”却是困扰着农村群
众的烦心事，一些并不复杂的病在家门
口的医院看不了，到一些大医院去就诊
多耽搁、多花费、多跑路，群众在看病的
问题上自然缺乏幸福感和获得感。

“基层不强是长期以来制约卫生健
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短板，也是整
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最大制
约。”为此，荣昌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全面推进医共体试点工作。将辖区内
27个医疗卫生单位组建为一个整合型
医共体，下设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2个

总院系统，21家基层医疗机构作为分院
加入2个总院系统，村卫生室一并纳入
当地医疗机构所在的医共体总院。区疾
控中心、妇幼保健院等公共卫生机构在
医共体内各司其责，发挥公共卫生、妇幼
保健等职能协同推进“三通”建设。

据荣昌区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
绍：“通过整合医疗资源，促进医疗卫
生工作重心下移和资源下沉，打通

‘人、医、财’流动渠道，激活县域卫生

健康共同体发展活力。”
荣昌区坚持人才强医策略，促进

优质资源下沉。近年来，荣昌区引进
高层次卫生人74人（其中博士1人，硕
士研究生64人，副主任医师8人，主任
医师1人），公开招聘医学类大学本科
学历、学士学位人员近100人，大专生
150余人。通过柔性引进近20名高层
次卫生人才，其中博士近10名，为荣昌
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
撑。自2019年开始，医共体分院新进
专业技术人员全部纳入“人力资源池”
管理，优先安排到医共体总院实岗培
训1年-2年，经考核合格后再回分院
工作。2020年，医共体总院共选派40
名支医人员下沉分院开展为期1年的
对口帮扶，2个总院帮助分院打造了骨
科、呼吸内科、泌尿外科和针灸理疗科
（市级）等5个特色科室，开展新技术
11项。吴家中心镇卫生院等6个分院
达到诊治66个推荐病种能力。

人才兴，基层强，效质高。目前该
区实现区域内患者就诊率达93.83%，
基层诊疗量达69%，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达到20.87%，做到了既要“区级医院
强”，也要“区域医疗强”。荣昌正让农
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

陈露 朱波
图片除署名外由荣昌区委宣传部提供

守好“第一道防线”打通“最后一公里”

荣昌 为贫困群众织牢健康“防护网”
7月23日，在荣昌区万灵镇大

荣寨社区1组，陈道刚和家人享受
着农闲后难得的欢乐时光。这也是
其女儿患病以来，他陪伴度过的第
一个正常假期。自2017年 2月女
儿确诊儿童急性普通B淋巴细胞白
血病治疗至今，从重医附属儿童医
院到荣昌区人民医院，再到荣昌区
万灵镇卫生院，共计80余次的救治
曾一度差点拖垮这个家庭。

“还好有党的好政策，健康扶贫
不但挽救了孩子的生命，更挽救了
我们这个家庭。”两年多的时间，医
疗总花费10万余元，他需要自付
3.6万余元，加上政府兜底，实际自
付1万余元，自付比例不到10%。

近年来，荣昌将“看得起病，看
得好病，看得了病”作为该区健康扶
贫工作最为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陈道刚一家只是受惠者之一。
而为让困难群众守住第一道防线实
现“防于未病”，打通“最后一公里”
方便家门口看病，荣昌区坚持精准
施策，重心下移，立足基层深度聚焦
困难群众因病致贫问题，不断巩固
脱贫攻坚工作成效，切实筑牢了这
道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民生
底线。

荣昌区将大病专项救治病种扩大到33种。截至7月28日，2020年实
现纳入大病管理的人数为343人，救治覆盖率100%，全区大病集中救治累
计救治次数4574人次；重病兜底保障21人，兜底保障率100%，累计救治次
数148人次；慢病签约服务管理4103人，管理率100%。全区享受健康扶贫
优惠政策累计救治次数26133次。

截至7月28日，荣昌区农村贫困人口住院费用自付比例9.23%，累计
救治次数2752人次。全区农村贫困人口门诊自付比例13.11%，累计救治次
数4408人次。确保在总体上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个人自付比例控制
在10%以内，慢病和重特大疾病门诊自付比例控制在20%以内，县域内就诊
率达到90%以上。

数据看“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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