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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因同一疾病在医联体内上下转诊的，将按
院内转科对待，不作为再次入院，仅收取一次门槛
费，院外会诊费、远程医疗会诊费、家庭病床等候将
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
ahcai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昨日从省卫生计生
委获悉，我省出台了《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的指
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到2020年，居民患病首选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比例将达到70%以上，县域内就
诊率提高到90%左右。 ▋记者 李皖婷

医联体内检查检验结果将实现互认
我省将鼓励在医联体内建立或委托统一的检

验、影像、心电、病理、消毒供应等中心，确保检验检
查质量，完成疑难复杂检验检查报告。实行大型设
备统一管理、共同使用。

探索成立医联体后勤服务总公司等模式，统一
提供后勤服务。积极开展预约诊疗、检查检验结果
互认、临床路径管理、电子病历、疑难病例讨论、远程
医疗服务、在线继续教育等，建立相互间购买服务的
财务结算制度，实现资源共享，提高运行整体效率。
制定完善远程医疗收费和支付政策，促进远程医疗
服务可持续发展。

鼓励将城区资源密集、功能近似的部分二级医
疗机构逐步转型为长期护理、养老机构，与周边三级
医院组建医养结合型医联体。城市医联体可采取在
社区卫生机构设立三级医院专家工作室等方式，指
导带教社区医生提高诊疗水平。

在医联体签约就医可享若干优惠
居民可选择户籍或居住地医联体内的基层医疗机

构进行家庭医生签约，由医联体内二级以上医院医生
或高年资护士与基层医务人员组成签约服务团队，为
群众提供小病首诊治疗、大病筛查治疗、疑难病鉴别诊
治的全程签约医疗服务，覆盖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

康管理，完善慢性病治疗、康复、保健全流程管理。
群众在医联体签约就医，可以享受若干就医优

惠，每年享受一次免费的专家健康咨询。此外，上级
医院根据社区签约的常见病、多发病情况，将不少于
5%的相应专科的专家号源投放到社区，供签约服务
人群优先使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卫生院可预约
上级医院的专家门诊和住院床位、大型设备检查，享
受优先便捷的转诊通道，同时享受优惠的就医费用、
在基层享受上级医院目录药物等。

医疗体内转诊只收一次门槛费
我省将进一步完善医保支付方式，探索医保对

医联体按人头付费，引导和鼓励二级以上医院主要
承担疑难复杂危重患者诊疗服务，向下转诊诊断明
确、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者，结余的医保资金由医联
体成员单位自主分配和使用。

对因同一疾病在医联体内上下转诊的，按院内
转科对待，不作为再次入院，仅收取一次门槛费，简
化医保转诊、报销手续。探索将院外会诊费、远程医
疗会诊费、家庭病床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此外，我省
将制定常见病、多发病按病种付费标准，设立远程医
疗收费标准，设立院外会诊、家庭出诊收费标准，适
当拉开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梯度。

新闻辞典：

医疗体种类知多少？
城市三级医院联合若干城市二级医院、康复医院、

护理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建“1+X”城市医联体；

城市三级医院联合县级医院组建城县医联体；

依托三级医院重点专科、优势专科，联合其他医

疗机构相同专科技术力量，形成覆盖省、市、县二级

以上医院的专科、专病医联体；

县级医院联合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组建县域

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简称“县域医共体”）。

中央媒体看安徽

江淮沃野孕沙成珠
——安徽省蚌埠市精耕农业产业链探访

据《农民日报》8月26日头版头条报道
因产河蚌、采珍珠而得名的安徽蚌埠，素来
是粮丰物阜之地。夏收万顷麦浪翻滚，秋收
千里稻花飘香，一直以种粮为主的江淮沃
野，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精耕产业
链、延长价值链，一切都在发生着悄然变
化。“农业强不强，产业链上见短长。”蚌埠市
委书记于勇简短的话语切中肯綮。

从卖原产品到向二三产业延伸农业价
值链，蚌埠市在“山重水复”中走向了“柳暗
花明”。

特色农产品基地连创佳绩：怀远县建成
85万亩糯稻基地，并一举成为全国最大的糯
米生产、加工、集散地；五河县不仅建成了全
国最大的 10 万亩紫花苜蓿基地，还建成了
存栏量 4 万多头的全国最大奶牛养殖基地；
固镇县不仅稳居全国油料大县“前五甲”，且
20 万只湖羊的养殖规模力夺华东第一。大
基地引来“大龙头”，中粮、中纺、现代牧业、
大成集团等纷纷落户蚌埠，建成粮油、生物
质两个百亿元级产业，肉制品、乳品饮料两
个 50 亿元级产业，2016 年实现农产品加工
产值 835 亿元，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民人均增
收 1350 元。从饲草种植到奶牛养殖、从奶
制品加工到牲畜粪污综合利用，五河县以现
代牧业为引领的生态循环产业链还在不断
延伸;从鸡苗选育到生态养殖、从鸡肉产品标
准化到品牌塑造，固镇县的“亿只肉鸡”产业
链已经横跨海峡两岸;从甲鱼育苗到养殖技
术开发、从富硒养殖到销售配送，茨淮新河
南岸姚山村的甲鱼产业链已乘着农村电商
的东风销往全国……

淮水岸边，孕沙成珠，一条条环环紧扣
的农业产业链正在形成、延伸，宛如串串珍
珠在闪耀。

在医联体内转诊，仅收一次门槛费
我省对医联体建设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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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东农家书屋成为文化“淘宝店”
星报讯（高桢 记者 赵汗青） 肥东县古城镇的 26 个

农家书屋中，群众自发前来阅读的人数相继增加，该镇党
委政府将此项民生工程纳入年度考评，为每一个农家书屋
配备涉及农业科技、医疗保健、少儿科普知识、农村法律常
识、基层组织建设读本等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各类书籍近
3000册，每年还定期加配新的书籍，更新知识，同时，配齐
了专兼职图书管理员，在管理上上台阶，在服务上促优化，
300多册更新的书籍，让知识与时代发展接轨，让“农家书
屋”真正成为了农村群众的“淘宝店”。

新桥机场口岸截获大量动物标本
星报讯（朱小蕾 徐融飞 记者 王玮伟） 8月28日，记

者从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获悉，日前，该局在合肥新桥
机场一名自泰国入境旅客的随身携带物中截获大量动物
标本，共14种17只，其种类和数量之多创下合肥新桥机场
口岸启用以来单次截获动物标本之最。其中，红毛蜘蛛、
犀金龟、菊头蝠和蝎子标本属安徽口岸首次截获。

时代新媒体获评“十大诚信企业”
星报讯（胡正球 记者 沈娟娟） 昨日，合肥市蜀山区

首届“十大诚信企业/个人”颁奖典礼上，10 位普通市民成
“诚信明星”，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等 10 家企
业获评诚信企业。据介绍，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限责任公
司为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先后承担了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授予的融合发展、科技标准两个实
验室和安徽省教育资源动态出版重点实验室的建设，立足

“教育出版+互联网”打造优秀的“互联网教育出版运营服
务企业”，拥有互联网及电子音像出版许可证等5项资质。

星报讯（黄寿余 记者 沈娟娟） “我在中国读
完研究生和博士生就回国了，在我的国家工作一段
时间后，我又回到中国了。”来自埃塞俄比亚的 Mu-
luken W.Gebriel 有个中文名字叫吴亚东，他来中国
已经十三年了，娶了一位中国妻子，还有了一个可爱
的儿子。吴亚东现在在合肥一所大学里教书，目前
正在积极申请中国“绿卡”，希望能一直在培养人才
方面做出贡献。

刚到中国的时候，吴亚东发现有很多事情和埃
塞俄比亚不同，比如天气、做饭等，经历过好多困
难。“我们那儿一年四季大多数时间暖和，但合肥夏
天很热，冬天很冷，我最怕冷。”吴亚东告诉记者，冬
天经常冷得瑟瑟发抖，不想出门，只能关着门开着空

调在床上睡觉，即使这样，还是常常感冒。
吃饭也是吴亚东头疼的事情之一，因为语言不

通，不会说，也不认识字，到饭店不会点菜怎么办？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先观察饭店里的客人吃什么，如
果感觉好吃，就叫来服务员，点点那个菜，“最尴尬的
是用筷子，我把一只筷子拿在左手，一只筷子拿在右
手，然后用两只手，慢慢捡菜送到我嘴里。”

从 2004 年来到安徽，吴亚东在中国待了十三
年，他去过很多地方，感觉中国很和平，中国人对外
国人很友好、热情。“这十几年以来，合肥有了显著的
变化。”吴亚东看到，合肥建了高大上的国际机场，一
条条宽阔的马路通车，一座座高架开建，一栋栋楼房
拔地而起，农业、工业、服务业等都有很大的发展，而
更让他感动的是，人们的收入增长了，生活水平也在
提高，“这其中包括农民工，不少家庭都有能力买房
子和车。”

吴亚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他在安徽有
工作、有家庭、有房、会中文，也能理解一些中国文
化，正在积极申请中国“绿卡”，“想在安徽定居，更好
地服务安徽朋友。”

“想定居安徽，更好地服务安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