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公益平台 汇爱心聚合力

精准防治到人 强服务促健康

大病扶贫基金 保大病兜底线

因病致贫返贫 如何对症开方？
——赤峰市健康扶贫试水新模式

赤峰市敖汉旗
下洼镇农家女小王
身 患 白 血 病 ，2015
年先后住了 3 次院，
花了 35 万多元医疗
费 ，其 中 合 作 医 疗
报销了 6 万元，合作
医疗大额商业保险
报销了 12 万多元。
即使旗里穷尽了所
有 的 救 助 手 段 ，她
的自付费用仍然高
达 17 万多元。这笔
高 额 的 医 疗 费 ，让
小 王 全 家 陷 入 困
境。

“ 十 年 努 力 奔
小 康 ，一 场 大 病 全
泡 汤 。”大 病 突 袭 ，
如打开的潘多拉魔
盒 ，难 以 关 闭 。 目
前 ，在 赤 峰 的 18.8
万 贫 困 人 口 中 ，因
病致贫返贫人口大
约有 9 万多人，占全
部 贫 困 人 口 的
47%。扶贫如汇聚
股 股 清 泉 ，大 病 却
如 开 闸 放 水 ，一 个

“ 病 ”字 ，威 胁 着 脱
贫攻坚成果。

为了提高贫困
人 口 健 康 水 平 ，从
2016 年起，赤峰市
在敖汉旗进行健康
扶 贫 模 式 创 新 试
点。随着设立大病
扶 贫 爱 心 基 金 、配
备贫困户家庭医生
等 举 措 的 推 出 ，群
众“看得起病、看得
好病、看得上病、少
生 病 ”的 愿 望 正 在
逐 步 实 现 。 今 年 ，
全市将推广敖汉旗
的 健 康 扶 贫 模 式 ，
为更多贫困地区百
姓送去健康福音。

农牧民沉重的医疗费用负担，
呼唤县域医疗救助体系进行兜底性
顶 层 设 计 。 敖 汉 旗 2016 年 初 的 医
保 实 际 报 销 比 例 为 55% ，受 政 策 、
报销目录、报销比例限制，还有很大
一 部 分 费 用 难 以 报 销 。 旗 里 2015
年数据显示，全旗贫困人口患者经
基本医保报销后，自付费用在 1 万
元以上的就有 2478 人，因病致贫返
贫的事实不言而喻。

过去，农牧民患病住院治疗时，
第一道保障线是医保，第二道保障
线是医保统筹内的大病保险，第三
道保障线是民政、红十字、残联、慈
善总会等部门的救助。而敖汉旗则
把 这 3 道 保 障 线 增 加 到 5 道 ，第 四
道保障线是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第
五道保障线由大病扶贫爱心基金做
补充。这种层层深入的“3+2”医疗
救助模式为百姓撑起健康保护伞。

2016 年 11 月，敖汉旗设立 1000
万 元 大 病 扶 贫 爱 心 基 金 。 2017

年 ，旗 里 将 基 金 形 成 的 利 息 与 民
政 、扶 贫 等 相 关 资 金 整 合 ，计 划 为
全 民 购 买 商 业 保 险 。 此 举 能 报 销
患 者 经 前 3 道 保 障 线 后 剩 余 医 药
费 的 30% 至 80% 。“ 商 业 保 险 杠 杆
撬 动 ，大 病 扶 贫 基 金 兜 底 ，让 医 保
水 平 产 生 了 质 的 飞 跃 。”副 旗 长 黄
双燕介绍，旗里正在引导商业保险
机 构 参 与 到 体 检 等 健 康 管 理 服 务
中，让百姓少生病、不生病。

为了让大病扶贫爱心基金精准
发挥作用，敖汉旗用大数据分析办
法，对几十万条患者的医疗数据进
行 排 序 、筛 选 ，精 准 测 算 出 基 金 规
模、救助范围和救助额度。把贫困
人 口 、城 乡 低 保 人 员 、农 村 五 保 人
员、城镇三无人员和重度残疾五类
人群，做为基金的救助对象。把恶
性肿瘤、血液病、新生儿疾病等 8 种
疾病列为重点救助病种。

按照救助政策，基金对总自付
医疗费金额超过 1 万元的基金使用

对象进行救助，年度封顶线为 30 万
元。这样受助对象加上基本医保和
各种部门的救助，整体的封顶线将
达 到 60 万 元 。 旗 医 保 局 扶 贫 基 金
股股长卜晓明算了一笔账：实行城
乡医保政策和贫困人口优惠报销政
策后，贫困人口的实际平均补偿比
例将提高 15%，再加上部门救助和
大病扶贫爱心基金救助，平均实际
报销比例将提高到 85%。

如今，大病扶贫爱心基金已经
开始发挥作用，已有 56 名患者得到
救助，最高救助额达到 30 万元。丰
收乡马架子村的农民老赵，是建档
立卡的贫困户，去年他患病 5 次住
院，花了 15 万多元医疗费，医保报
销了 6 万元，医保统筹内的大病保
险补偿 5.6 万多元，大病扶贫爱心基
金救助 1.2 万多元，当年他总计得到
报销、保险补偿、救助共 12.8 万元。
这笔钱对老赵一家人来说，无疑是
雪中送炭。

2016 年 12 月 10 日，以“健康扶
贫·情暖谷乡”为主题的大病扶贫爱
心基金募捐大会在敖汉旗举行。在
全国各地敖汉籍的电视主持人、电
影演员、歌手纷纷回乡，为募捐大会
义务主持和表演。来自全国各地的
敖汉乡友、知名企业家和本土企业
家、干部、职工、学生纷纷慷慨解囊，
大会当天就收到捐款 730 多万元。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募捐大
会不仅仅是在募集资金，更是对社
会扶贫济困责任的呼唤。为了让基
金得以长效运行，旗财政每年预算
500 万 元 注 入 大 病 扶 贫 爱 心 基 金 。
旗里还引入国内社会公益基金，通
过嫣然天使基金等 13 支社会基金，
为 患 者 减 轻 负 担 200 多 万 元 。 同

时，旗里每年还从涉农非公益性财
政投资中，按 6%的比例提取大病基
金。

把 公 益 事 业 做 到 移 动 互 联 网
上，这是敖汉旗一个创举。去年，敖
汉大病扶贫平台正式启动，这个基
于微信公众号的“智慧公益”平台，
集政策解读、基金筹集、申请救助、
基金管理于一体。打开这个平台，
捐款人姓名、捐款时间、捐款金额一
目了然,基金救助的患者姓名、救助
费用也标得清清楚楚。

在平台上的快速捐助通道，只
要轻点屏幕，就能通过微信完成支
付。捐赠者既可以把善款捐助给基
金，又可以有针对性地捐助给大病
患者个人。“这种智慧公益平台能在

同一时间连接多地、多点、多项目，
让参与者感到自由有趣。” 旗医保
局局长宋庆明认为，这种精准透明、
随时随地的“指尖公益”，能够更好
地激发社会的善能量。

“大病扶贫善行商城”是一种特
色的捐助方式。入驻网上商城的企
业，将出售商品的部分利润捐赠给
平 台 ，既 收 回 了 成 本 ，又 通 过 做 公
益，提升了企业形象，还宣传了自己
的产品。而消费者的消费，既能做
公益，又能获得消费积分。平台通
过微信的传播带动，吸引企业入驻，
获得商家捐赠利润，实现大病扶贫
基金的持续筹集。目前，基金共收
到社会捐款捐物折款近 1000 万元，
基金总规模已达 1500 万元。

元宝山区
三产融合让农业种出新业态

本报赤峰 3 月 6 日电 新春
伊始，赤峰市元宝山区副区长程
瑞宝格外忙碌。这几天，他正带
着农业局的干部在平庄镇大三
家村做“万亩花海 ”项目踏查 。
大三家村是赤峰至京沈高铁喀
左 站 铁 路 项 目 平 庄 站 的 所 在
地。为了搭上“高铁经济”的头
班车，区里计划在车站周围、高
铁和快速公路联接线两侧发展 2
亩万寿菊种植园。依托这片花
海，要发展以民宿为主的休闲旅
游 ，还 要 发 展 万 寿 菊 的 加 工 产
业，提炼叶黄素。

一朵万寿菊，一边连着加工
业，一边连旅游业，这正是元宝
山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
思路所在。这座因煤而兴的小
城，工业曾一度领先于农业的发
展 。 为 了 让 农 业 增 效、农 民 增
收、农村繁荣，区里把产业链、价
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
农业，催生了农畜产品加工、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新的业态。

这几天，平庄镇新景村农民
倪志华的农家乐格外红火。炖
土鸡、蒸羊肉、蘸酱菜等农家菜，
吃得人们满口生津。目前，元宝
山区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的市场主体有 28 个，旅游点分
布在区内 80%以上的区域，安置
就业 6000 多人。目前，和润农
业的花、长胜村的果、木头沟村
的葡萄等特色产品已小有名气，
平庄镇的锦绣山生态园、小五家
乡红塔山庄等景区成为人们休
闲的好去处。

和润农业首开创意农业的
先河。企业投资 2000 多万元，
建成了 4.8 万平方米的日光温室
展区，设立了创意农业馆、智慧
农业馆、农事体验区和农业科技
文化长廊等景观。展区内以七
彩果蔬装扮，以五谷杂粮拼贴，
让 一 处 处 景 观 有 了 土 地 的 味
道。目前接待游客数量已近 5 万
人次。企业将把嘉年华打造成
为一个常年性的项目，陆续举办

“牡丹展”“菊花展”等一系列活
动，真正把传统农业变成好看可
玩的风景。

良好的生态农业环境也带
动了养老产业的发展。北京杜
派克公司在小五家村兴建农业
园区，种菜、养羊、发展林下经
济。为开发这里好山、好水、好
空 气 、好 食 品 ，园 区 计 划 投 资
2500 万元，建设 1000 亩养老地
产。从护理、医疗、康复、健康管
理、文体活动、餐饮服务到日常
起居，提供全方位的养老服务。

伊品生物和瑞阳化工每年能
消化玉米 90 万吨，把它们加工成
赖氨酸、季戊四醇等产品，让小小
的玉米像变魔术一样实现“七十
二变”。为了更好地让农产品实
现加工增值，区里建设了绿色农
畜产品加工园区，重点发展肉食
品加工、粮食深加工、饲料加工、
速冻保鲜四大产业。目前，仅饲
料加工一项，年生产能力就达到
150 万吨。而配套发展的仓储物
流和生产性服务业，将三次产业
完美地融合了在一起。

本 报 赤 峰 3 月 6 日 电 日
前，2017 年中国“三农”发展大
会“农业优势特色产业·敖汉小
米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此次
会议以敖汉小米为典型代表，就
如何培育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如
何以品牌引领产业提档升级、以
及如何推进特色产业扶贫等内
容展开了交流研讨。

会上，来自中国科学院的李
文华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刁
现民研究员、河北农林科学院谷
子研究所李顺国副所长等 14 名
谷子专家，分别就小米产业带现
状与发展、敖汉小米的环境与品
质、敖汉小米销售走向等问题进
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讲解，同时也
为敖汉小米未来如何发展提出

了宝贵的建议和意见。
敖汉作为“华夏第一村、全

球环境五百佳、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地”，使得敖汉小米具备
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全国县级
最大优质谷子生产基地、中国小
米 之 乡 。 曾 有“ 中 国 杂 粮 出 赤
峰，绿色杂粮在敖汉 ”的美誉 。
2013 年以后口感好的黄金苗逐
步取代赤谷系列品种独占市场
的地位，到 2020 年，敖汉旗谷子
种植面积将达到 100 万亩以上。

敖汉旗委副书记、旗政府旗
长于宝君介绍说：“下一步我们
要在医药，保健，化妆这个领域，
加大研发力度，延长小米的产业
链！”

敖汉
小米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

（本版文/图均由永升提供）

本报赤峰 3 月 6 日电 新学
年伊始，林西县第二小学的食堂
切菜声、炒菜声不绝于耳。“现在
学校的食堂有电子眼监控，师傅
们做得饭菜更安全，孩子们吃得
更放心！”。食堂管理员赵佳军
介绍，厨房安的探头，能把这里
的运行情况通过无线网络直接
传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远程
监控室。去年以来，林西县通过
推进小食品安全示范街、餐饮服
务示范街示范店、明厨亮灶，推
广远程电子监管，建设小食品加
工 集 中 区 等 举 措 ，保 障 了 百 姓

“舌尖上安全”。
来到林西县天下蓉和饭店，

透过玻璃墙，厨房内的洗菜、切
菜、炒菜等烹制过程尽收眼底。
针对消费者普遍关心的饮食安
全问题，林西县市场监管局开展
餐饮服务单位“明厨亮灶”建设，
将 厨 房 环 境 和 加 工 操 作 透 明
化。目前，60%餐饮服务经营者
完成了明厨亮灶工作，餐饮企业
的连锁经营、标准化经营也在同
步推进。林西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负责人说：“明厨亮灶，将食品
安全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经营

者更加自律了。”
电子化和网格化监管，提高

了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效 率 和 密 度 。
县里投资 20 余万元，在原有远
程电子监管基础上开通手机端
电子监管。执法人员只要打开
手 机 客 户 端 ，就 能 随 时 随 地 监
控 。 现 在 林 西 县 在 学 校、幼 儿
园、敬老院、超市、餐饮和食品生
产企业 53 家实行了远程电子监
管。县里还在城乡进行网格化
监管，城区按社区，农村按政村
划 分 为 114 个 网 格 ，聘 任 网 格
员、协管员、信息员 228 名。由
他们协助开展市场巡查、专项整
治、案件查办、宣传教育、信息报
告、意见反馈等工作。

为了实现集中生产，统一监
管，县里制定出台优惠政策，强力
推进小食品加工集中区建设。这
个项目采取“一事一议”方式，一
期建设占地 30 亩、建筑面积近
15000 平方米，总投资 3000 万
元，2017 年建成并投用。通过新
建园区，引导食品加工小作坊入
园进区，逐步实现食品的集约化、
规范化、标准化生产经营，以此来
保障食品的安全。

林西县
为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护航

和润农业嘉年华的瓜廊秘境展区

。

李文是敖汉旗新惠镇三宝山村
的农民，去年做了一次大手术，花了 9
万元。旗里包括大病扶贫基金在内，
给他报销了近 7 万元，李文自己只花
了 2 万多元。术后的李文精神很好，
见人就说，“要不是旗里出了新政策，
我家的日子早过不下去了！”更让李
文高兴的是，村卫生室医生任明锐，
隔三差五就到他家一趟，给他量血
压，嘱咐用药注意事项。

任 明 锐 是 李 文 的 签 约 家 庭 医
生。去年，旗里抽调各学科专家 30
人，成立了医疗救治专家组，组织全
科医生和乡村医生 521 人，成立了
128 个健康服务队，与因病致贫、返
贫群众签约。他们要深入到每户宣
传健康扶贫政策，每月进行一次家庭
健康随访，每季开展一次健康教育，
每年进行一次免费健康体检。开通

了贫困人口就医及转诊绿色通道，明
确了诊疗流程，初步完善了分级诊疗
救治模式。旗里还对心脑血管等高
危人群进行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义
诊 60 多场，为 1.9 万人进行免费医
疗。

在三宝山村卫生室，村医任明锐
展 示 了 旗 里 统 一 配 发 的 健 康 一 体
机。它与平板电脑大小相当，与血糖
仪、尿液分析仪、心电分析仪等其他
检测设备一起，装在一个便携式手提
箱内，“慢病随访非常方便，我们提着
手 提 箱 就 可 以 采 集 患 者 信 息 上
传！” 任明锐说，村民在家中即可享
受七项检测，能直接通过网络上传数
据，建立健康档案。去年，自治区投
资 187 万元共为各村卫生室配备了
202 台健康一体机。

更让任明锐欣喜的是，村里的卫

生室和旗级医院通过宽带联接，实现
了远程医疗。在视频通话系统前，远
程专家、村医、病人三者能够充分沟
通，最终由专家提出医疗建议。村民
不出村，就能享受到旗级医院的服
务。而旗级医院还能和北京同仁、协
和 等 5 家 医 院 共 同 远 程 教 学 和 会
诊。去年，全旗共开展远程医疗服务
66 人次，远程视频教学 48 次。

今年，旗里开展了健康扶贫医疗
服务行动，整合全旗 41 个单位与医
疗相关的 25 个服务项目，价值 4300
万元，预计受益群众达 32.5 万人次。
救大病还得管慢病，年内旗里将争取
空军总医院、航空总医院等对口支援
医院的支持，对慢性病的贫困患者进
行分类诊治，为每个贫困患者制定个
性化治疗方案，真正为他们斩断“病
根”拔除“穷根”。

“

11观察·赤峰
2017 年 3 月 7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高玉璞 版式策划：李晓菲
制图：李晓菲

签约医生定期到贫困户家随访。

远程诊疗为健
康扶贫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