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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年的时间，摸着石头过河，
走出一条符合当地实际、又适宜推
广的门诊特殊疾病保障工作方法、
路径，濉溪县向全省交出了一份满
意答卷。

2020 年 9 月，安徽省医保局印
发《关于开展待遇保障创新试点工
作的通知》，在部分市、县（市、区）围
绕长期护理保险、城乡医疗救助制
度、门诊特殊疾病保障、救助人员定
点医疗保障等方面，开展待遇保障
创新试点。始终敢为人先、与时俱
进的濉溪县名列其中，机会珍贵，任
务艰巨！

濉溪县辖11个镇和2个省级经
济开发区，总面积1987平方公里，常
住人口 104 万人。全县有 3 家县级
公立医院，11 家乡镇卫生院和 7 家
分院，255个村卫生室，94万余名城
乡居民参保。

据濉溪县卫生健康信息管理系
统显示，2020年底，高血压、糖尿病
人员 79015 人；30 组常见慢性病人
员 41938 人，其中，县医院医共体
27252 人、县中医医院医共体 14686
人。呈现患者群体较大、治疗周期
较长、费用较高、外出诊疗人数多等
特点。为此，濉溪县将改革的焦点

落在了门诊特殊疾病保障方面。试
点人群为“两病”和常见慢性病人
群。

2020年12月，濉溪县召开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保
障创新试点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并
向医共体和乡镇卫生院下达了本年
度门诊和住院预算指标。

为将工作做实做细，濉溪县医
保局作为主要职责部门，在深入调
研、精准测算的基础上，制定了《濉
溪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
殊疾病保障创新试点工作方案》，明
确了试点工作的总体要求、试点范
围、主要内容、实施步骤和保障措
施。该方案经市医保局批复，县政
府办行文下发。

县医保局局长欧阳玲告诉记
者，此次试点工作的推进，有利于建
立与完善门诊特殊疾病定额支付管
理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切实提高
门诊特殊疾病精细化管理水平，提
高基层医疗机构综合服务能力，实
现两升两降——城乡居民门诊特殊
疾病门诊就诊率提升，群众对门诊
特殊疾病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满意
率提升；门诊特殊疾病总体住院率
同比下降，门诊特殊疾病医保基金
支出水平同比下降。

愿景美好，唯有撸起袖子加油

干，不负人民期盼！全县上下联动
一条心，狠抓措施落实。

举措一：规范待遇认定，优化经
办服务。

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全
县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申办程
序的通知》，将慢性病病种认定由原
来的一年办两次，改成每月办一次。

进一步做好为民服务，在县城
乡居民医保经办大厅窗口安排专人
中午值守，让群众即来即办；在乡镇
卫生院设立医保服务站，优化包括
门诊特殊疾病结算在内医保经办服
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取消门诊统筹20元和慢性病报
销300元门槛费，提高城乡居民保障
待遇。

举措二：强化综合干预，做实签
约服务。

坚持试点工作与推进分级诊疗
制度相结合，与完善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相结合，有效整合医保经费和
公共卫生经费，配合卫健部门大力
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引导县域
医共体家庭医生“1+1+1”签约团队
切实做到履职尽责，强化常见慢性
病跟踪随访、综合干预。

举措三：加强工作调度，确保平
稳推进。

县医保、卫健部门加强沟通协

调，加强工作调度和督导指导，定期
召开全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
诊特殊疾病保障创新试点工作调度
会，及时解决难点问题，确保试点工
作平稳推进。

付出汗水与收获同在。濉溪县
城乡居民医保门诊特殊疾病保障创
新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2021年1-11月份，全县试点慢
病 人 员 门 诊 就 诊 率 412.08% ，较
2020 年同期上升 83.54 个百分点；
住院率 41. 26%，较 2020 年同期下
降10个百分点；门诊就诊次均费用
同比减少 7.69 元，住院就诊次均费
用同比减少 332.3 元。参保慢病患
者在门诊及时就医，所患慢病得到
有效治疗和控制，负担相应减轻。
与此同时，医保基金使用绩效得到
提高，全县试点慢病人员门诊医保
包干资金支出较 2020 年同期增加
268.60 万元，住院医保包干资金支
出 较 2020 年 同 期 减 少 3873.67 万
元，总体结余 2592.74 万元，有利于
医共体结余分配调节，有效发挥医
保基金强基层作用。

刚 刚 过 去 的 2021 年 12 月 14
日，全省基本医保门诊慢特病保障
试点工作座谈会在濉溪县召开。
濉溪县有关经验做法得到了省医
保局的肯定。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2022年
1月1日下午，濉溪县双堆集镇吴井
村党群服务中心的小会议室里异常
热闹。

当日，吴井村党总支书记、村民
委员会主任马香龙出面邀请了 20
余名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老战
士、老模范和部分村民代表，围坐在
小会议室里，一起拉家常、讲政策、
话民生、商农事、谋发展，一场别开
生面的“乡村振兴大家谈”座谈会拉
开帷幕。

“乡村振兴大家谈”座谈会由马
香龙主持。大家围绕人居环境、文
明创建、民生工程、土地流转、产业
扶植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等问题，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献出了
不少有益于吴井村今后发展的“金
点子”。

“去年，咱们村盘活了集体资
产，水塘、大棚、废弃的窑厂都承包
了出去，每年为村里增收 10 万多
元。”退休干部周超说，村级集体资
产盘活了，建议将这些收益用在刀
刃上，用在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和

文体活动方面上，让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更高。

村民赵成立说：“2021年底，马
书记为我们李述庄争取了540万元
的省级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这将让
俺庄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美。现
在群众非常高兴，都表示愿意舍小
家、为大家，将门前屋后的地无偿地
让出来，全力配合施工方建设。”接
着他问道，2022年村里人居环境方
面有哪些新打算？

马香龙回答：“我们村准备
2022年争取项目资金，把双罗路主
干道进行亮化、绿化、硬化起来，同
时还要号召全体村民，把自己家门
前的小院子通过旧物利用进行美
化，再种上花卉绿植或蔬菜瓜果，
让整个村子都绿起来、美起来。”马
香龙接着话题一转说道：“这都是
外力，能让咱村长久地美下去，最
重要的还是咱们村民的内生动
力。比如，家里的卫生保洁、门前
小院子的物品堆放、‘五小园’的日
常打理。”

离任老村民委员会主任王清志
在发言的时候站了起来，心情有些
激动。他首先感谢马书记把他们这

些老同志请来座谈，感到很荣幸。
他说，这两年在村“两委”的努力
下，先后有 3 个小微企业入驻村
里，不仅安置了40余名村民在家门
口就业，还有效解决了留守老人、
留守儿童问题，并建议今后把“空
心村”治理好，把整治出来的土地
租赁给企业，这样会引进更多的

“小微企业”入驻村里，实现产业兴
旺，在带动更多人就业增收的同
时，还能得到租金。

还没有轮到离任老书记赵夫林
发言，他就迫不及待地打开话匣子：

“2021 年，咱村修了 2 条贯通路，连
接了1条断头路，又添置了50盏太
阳能路灯，及大地方便了群众的出
行，这都是村‘两委’为群众办的好
事和实事。”他建议，一定要珍惜这
些民生工程设施，要安排专人进行
日常管护，确保状态良好，持久发挥
造福于民的作用。

退伍老战士王道新说：“现在高
速、高铁已经开工，新城建设也呼之
欲出，双堆集镇赶上了高质量发展
的好时机。我们党员干部和群众要
大力支持镇党委、政府工作，配合村

‘两委’开展的各项工作，科学规划

吴井村的长远发展，推进‘一户一块
田’实施，鼓励能人返乡创业，扶持
设施农业、观光农业、高效农业，让
乡村振兴步伐迈得更快、更稳。”

“我建议咱们村在抓好移风易
俗的同时，应该坚持开展‘好媳妇’

‘好婆婆’‘十佳乡贤’‘致富标兵’
和‘五好家庭’‘十星级文明户’评
选活动，让群众学有榜样、比有标
杆，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动力，营
造干事创业良好的工作环境。”村
民代表王道更在提出建议的同时，
还列举了村里几个典型例子，赢得
声声赞许。

……
“乡村振兴大家谈”座谈会上，

你一言我一语，交流得热烈融洽。
既“话”出了问题又解决了难题，既

“话”出了发展又找到了出路，既
“话”出了幸福又鼓足了干劲儿。

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大家
兴致不减、意犹未尽。最后，马香龙
表示：今后“乡村振兴大家谈”座谈
会将常态化地组织开展，真正起到
听村民心声、解急难愁盼、赞身边好
事、谋发展之路、促乡村振兴的积极
作用。

近日，第十三届安徽青年志愿者优
秀个人、组织嘉许名单揭晓，淮北矿业
集团工程处青年职工梁港港榜上有名，
成为淮北矿业唯一的获奖者。

奉献点亮青春

今年34岁的梁港港，个子不高，黝
黑结实。

“人生总要有个目标、有点追求，我
没什么大本事，凭着好身体、好水性力
所能及帮助别人，让我感到充实、快
乐。”朴实的话语，踏实的行动，表达着
梁港港对生命的珍爱、对社会的担当。

2015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梁港港
接触到正在水域打捞的蓝天救援队，他
感动之余，毅然选择于当年加入了这支
公益救援队，从此他把一身“蓝色”穿在
了身上，也把一份责任担在了肩上。

6年来，他贴钱、贴力、贴时间做公
益，山野救援、水域救援、自然灾害救
援、意外事故救援……大大小小的救
援，他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作为工程
处青东矿建工区的一名机电工，三班倒
一线井下作业，劳动强度大，工作很是
辛苦。一个月仅有的6天休班，本该好
好休息、陪陪家人，但没救援的日子他
很少休班，大多的休班时间都被他攒着
去救援了。他平均每年救援服务都在
400小时以上。

2018 年8 月，我市水灾中，梁港港
和队友们在杜集区石台镇连续奋战了
两天一夜，安全转移群众600余人。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席卷大江南北，梁港港和队友们不畏
生死、义无反顾地投入防疫一线，备勤
消杀，成为一名坚定的逆行者。

2020年7月，梁港港在庐江县抗洪
中，参与搜寻群众 17 人，转移群众 63
人，转移财产价值数万元。

2021 年7 月，河南洪灾中，梁港港
和队友们六天五夜转战郑州、中牟、新
乡、卫辉、获嘉等地，行程超2650公里，
转移受困群众500多人，转运救灾物资
超7吨。

抢险、救灾、救援，他和队友们走过

无数个生死一线，用大爱和忠诚守护一
方百姓，撑起一片蓝天；在助人中收获
着属于自己的快乐和感动，用激情和勇
敢书写着无悔青春和多彩人生。

爱心播种希望

“这么危险的救援，能给你们多少
钱啊？”“什么？没钱？纯公益，真傻！”
面对有些人的不理解，他总是憨厚地笑
着说，“我们蓝天人就是一群‘蓝傻
子’。”这就是梁港港，善良是他的本色，
助人是他的初衷。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梁港港参加较
危险的救援总是偷偷前往。河南救灾
中，也是姐姐刷视频时才看到他在抗洪
一线，赶忙给他发微信叮嘱，“注意安
全，有时间报个平安。”妻子对他的不打
招呼，嘴上生气埋怨，心里却是更多的
包容和疼爱。时间长了，家人早已慢慢
理解、支持，成了梁港港的坚强后盾。
他更是儿子心中的英雄，老师和同学们
发朋友圈为自己的爸爸点赞，也让儿子
倍感骄傲。

“也曾想过放弃，但2017年在蚌埠
怀远县打捞两名 12 岁的溺水小男孩
时，孩子的爷爷跪下来感谢我们，让我
一直历历在目，也更坚定了我的助人初
心。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价值。”梁
港港说：“每一次接到水域救援任务，我
的心情都很沉重。因为很多的溺水事
件报到我们这，面临的都是错过最佳施
救机会的无助。”每次面对茫茫水面，一
直有一个信念支撑着他和队友，困难再
大也要找到遇难者，让他入土为安，给
死者以尊严，给生者以安慰。

“社会无救援”是梁港港最大的心
愿，没有救援，也就没有了溺水、走失事
件和各种灾害事故。为了提高群众的
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梁港港和队
友们经常走进社区、校园、机关企事业
单位，进行落水自救互救、儿童防拐骗、
防灾减灾、应急避险等安全宣传教育和
现场培训演练活动，传授自我保护知
识，播种爱的希望，呵护生命安全。

6 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梁港港参
与安全教育、技能培训演练50多场，寻
找走失人员 47 人次，志愿救援服务时
长2400多小时。

听村民心声 话乡村振兴
——吴井村“乡村振兴大家谈”座谈会侧记

符合实际 适用高效
——濉溪县走出门诊特殊疾病保障工作新路径

梁港港：
爱心救援书写无悔青春

梁港港在河南省抗洪救灾中转移受困群众。

■ 记者 黄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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