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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武健康挟贫
“五到位

” 铲除攻坚

路上“
拦路虎

”

阜新市彰武县建档立卡贫困户 19607户 ,其 中因病致贫

13062户 ,占 66.6%。 面对脱贫攻坚、小康生活路上的
“
绊脚石”

和
“
拦路虎

”,彰武县全力实施健康扶贫大决战,以“
真脱贫、脱真

贫、人民群众满意
”
为总目标,把破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作为

主攻方向,在解决贫困人口“
看得起病、看得好病、方便看病、

少生病
”
等问题上“

下功夫、出实招”,积极落实健康扶贫政策,加

快补齐医疗服务短板,全力提升医疗保障水平。

一、组织领导到位。县委书记、县长高度重视,亲 自推动。

成立由分管副县长任组长,医疗保障、卫生健康部门主要负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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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任副组长的医疗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整合健康挟贫资源。

全面明确各级、各部门在健康扶贫工作中的职责、责任,建立健

全工作机制,对全流程、各环节工作内容进行细化,形成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的网络体系。建立三级会议机制,县委、县政府主

要领导定期听取医疗保障工作领导小组专题汇报,研究部署相关

工作;医疗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定期、不定期召开会议,全面排查

健康扶贫方面存在的问题;医疗保障、卫生健康与医疗机构之间

针对重点问题、落实难点、工作堵点,召 开工作会议,及时加以

解决,保证工作实效。

二、政策宣传到位。印制 《彰武县建档立卡户健康扶贫明白

卡》等各类政策宣传读物 20余万份,分别发至全县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家庭签约服务医生手中,利用健康体检、家庭医生服务、

帮扶责任人入户随访等时机逐户逐人发放到位。还录制了通俗易

懂的
‘“医’

路保健康
”
政策宣传视频通过电视、微信公众号循环宣

传。并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在各医疗机构预检分诊台处设立“
建

档立卡户免费领取口罩
”宣传栏,在为前来就诊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免费发放口罩疫情防护物资的同时,宣传相关政策。将全县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医疗保障范围,落实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医疗救助和医疗补充保险四重保障。取消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在县域内住院报销起付标准,实现大病保险起付线降至普通居民

的50%,起付线以上合规医疗费用按 70%报销,不设封顶线,并

明确规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患 8种重特大疾病的可享受医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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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救助比例为 70%,每人每年救助限额 10000元。

三、签约服务到位。以提升服务质量为重点,组织全县更多

具有执业资格的全科医师或临床医师开展家庭签约服务,为全县

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了家庭医生服务续约,确保建档立卡贫困

户、特困供养人员、低保对象、残疾人等重点人群签约覆盖率达

到 100%。 为 26735名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提供免费健康体检,为

18645名 贫困患者提供诊疗方案。在医保经办场所设立医保扶贫

服务窗口,为 贫困群众提供政策咨询解答;在县域内所有医疗机

构、门诊大厅开辟绿色通道,设立专门窗口,由专人协助建档立

卡户到指定窗口办理业务。贫困患者在一站式结算窗口只需提交

一次材料,就能快捷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政府兜底等结算,并对前来就诊住院的建档立卡户实行先诊疗、

后付费政策,防止发生贫困群众跑腿垫资的现象。

四、工作保障到位。制定 《关于深入乡镇为彰武县建档立卡

贫困户提供
“
大病、慢性病

”“两病
”认定服务实施方案》和 《关于

做好全县健康扶贫有关工作的通知》。从县内五家二级医疗机构

抽调医护人员和相关医疗专家深入 24个 乡镇,在经过乡镇卫生

院、村医初筛基础上,对患有 27种慢性病、5种大病及
“两病

”

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行现场认定和诊断。对确需到县内进行相

关体检项目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采取定点医疗机构普通检验项目
“
0”收费、大型设备检查价格下调 40%政策。由全县统一安排 ,

各乡镇组织车辆,对行动不便的贫困户进行免费接送至定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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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大病、慢性病体检认定,并负责相关证件、证明的办理、发

放工作,切实保证“大病、慢性病”“两病
”
贫困患者,能够及时享

受门诊用药保障。截至目前,共免费接送 339名 行动不便的建档

立卡贫困人员到县内医院进行大病、慢性病体检认定;对全县 230

名卧床不起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免费安排医护人员和相关专家

上门开展认定工作。

五、分类救治到位。年初以来,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

共有 24797人次享受到了门诊及住院待遇 2087万元。补充医疗

保险共 4127人次享受到 25万元报销待遇。全县 119名 未脱贫人

口中,共有 5人认定为
“大病”、19人认定为

“
慢性病”、49人认定

为
“两病

”,患病贫困群众均已享受到健康扶贫各项利好政策。为

了破解行动不便、卧床不起、子女不在身边照料的建档立贫困人

口就医购药困难问题,采取平台药品代购模式。全县各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药品代购累计服务771人次,代购药品金额 5.55万元。

网络诊疗平台使患者与村医、卫生院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也让患

者自己的身体健康有了更大的保证,为 实现分级诊疗、“小病不

出镇,大病不出县”目标和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提供了有效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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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交通大学高度重视选派干部驻村帮扶工作,自 2018年

以来分三批选派了 27名 干部和教师到乡村担任第一书记。学校

党委制定了《大连交通大学向省级贫困县所辖乡村选派干部工作

实施方案》。党委书记阙澄宇多次主持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落实选

派干部驻村工作,并与校长马云东、分管副校长关天民等校领导

到选派干部所在乡村走访调研,开展校地对接和困难帮扶。在学

校的大力支持和保障下,选派干部尽职尽责,开拓创新,为 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加强乡村党建,夯实战斗堡垒。选派干部从抓班子、带

队伍、强堡垒入手,下大力气打造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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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乡村振兴装上一个动力强劲的
“
火车头

”。驻义县红石堡子村

第一书记汪舰到岗后马上走访村内党员,倾听他们的心声,了 解

当地实际情况。进村第一周,组织召开了支委会和党员大会。与

村两委班子共同谋划村级发展新路子,创建党员多媒体活动室。

驻凌源市河坎子乡苏杖子村第一书记陈洪涛针对村里党建工作

薄弱的情况,想方设法为村部筹集笔记本电脑 3台 、投影仪 1台 、

打印机 1台 、党建书籍 300余本,充实了党建硬件设施和软件建

设。两年里,苏杖子村从组织涣散村成为凌源市的村社区党支部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示范村。驻阜蒙县王府镇舍不代村第一书记苏

冉针对党员经常流动的现状,组建了
“
舍不代村党员之家

”
微信

群,开办了 《舍不代村党员日报》,经常性地分享党建新闻和学

习材料,让村里的党建工作搭上了网络的
“
快车道

”。

二、发展集体经济,助力脱贫攻坚。选派干部因地制宜谋划

发展出路,壮大乡村经济,不断盘活和利用乡村资源,带动农民

增收。驻彰武县苇子沟镇第一副书记金波摸索出一条
“
投资方+

农业能手+村集体+贫困户
”四位一体、协作共赢的路子,研究出

了一套
“
6355” 利润分配模式,积极搭建平台、选择项目,推动

农业能手与外界资本的对接。驻凌源市四官营子镇葛杖子村第一

书记赫贵怀协调扶持资金 100万元,新建冷棚 54栋 ,采用
“
党

支部+农户+贫困户
”
的模式成立了

“
小葛农场

”
果蔬种植合作社,

开启了一条集冷棚果蔬种植、采摘、认养为一体的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模式。还联系大连交通大学的大学生们共同组建了助农电商

平台,让合作社的农产品通过互联网走出了乡村。驻凌源市河坎

子乡碾子沟村第一书记燕阳指导村两委成立了
“
绿兴养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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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协助合作社置办包装设备,增加业务范围,积极为村内土

特产做
“
代言

”。2019年 ,个人帮助销售鸭蛋 1200斤 、核桃 700

斤、鸡 132只 ;2020年 6月 ,又联系广发银行大连分行一次性购

买合作社 10万元上特产品。

三、心系当地百姓,解决实际困难。选派干部把群众的一件

件
“
小事

”当成自己最大的事,真心实意为百姓解难题,尽心尽

力地把群众的事情办好。驻建昌县娘娘庙乡平房子村第一书记林

海看到村里管辖的上窝铺自然电和南山顶电之间的道路年久失

修,百姓出行很不方便,自 己垫付修路资金 5万元,为村民修路

2,5公里。他还出资 3万元修建了村厕所,美化了村里的文化广

场。驻东港市长山镇光复村第一书记葛少鹏得知与 80岁奶奶相

依为命的村里低保户小蒋在考入某职业技术学院后,因经济困难

想放弃读书的情况后,主动与该学院管理部门联系,为其每年全

额减免学费,单设爱心基金 2500元 ,并在学校食堂为其安排了

助学岗位。驻义县自庙子乡白庙子村第一书记于润群为了给出生

后因各种原因不能办理户口的 8岁 男孩小肖落户,先后跑了县医

院和妇幼保健院 5次、联系 3家司法鉴定机构、辗转三级政府部

门,累计行程 1000余公里,为小肖解决了落户、低保和残疾人

保障问题。

四、改善村容村貌,建设美丽乡村。选派干部积极改善村民

居住环境,不断建设美丽乡村,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当地百姓。

驻建昌县喇嘛洞镇坤都营子村第一书记吉耀武积极争取各界支

持,不仅对村部内外环境进行了翻新,村民广场、村内小学的环

境也都得到了改善。维修通乡公路 5公里,新增了4.2公里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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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路面硬化铺设。驻北镇市广宁街道赵营子村第一书记何钧积极

开展拆除村中心路两侧临建、垃圾五指分类法的宣传,制作宣传

墙画,推动了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驻昌图县毛家店镇侯家村第

一书记李超积极打造乡村环境卫生示范路,大力推行环境卫生综

合整治,实现了侯家村垃圾清理的常态化,大大改善了村民的居

住环境。

此外,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大连交通大学的选派

干部在春节期间纷纷放弃与家人的团聚,勇敢逆行,投身到疫情

防控阻击战中。驻盖州市东城街道办事处松树底村第一书记尹国

琦是学校选派干部中唯一的女同志,在大年初二就赶 到了工作

岗位。团结带领党员群众奋战在防疫一线,为群众生命安全构筑

起坚固的防护墙。驻营口市老边区路南镇第一副书记李准在得知

抗疫一线工作人员子女及贫困家庭子女学业辅导存在困难时,联

合学校师生志愿者开展了
“
为路南镇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及贫

困家庭适龄子女进行公益性线上一对一课程辅导
”。驻阜蒙县王

府镇良官村第一书记马英杰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积极调动身

边
“
朋友圈

”,多渠道沟通协调外地资源,通过线上新媒体平台

等方式,拓宽农副产品销售渠道,联系协调运输车辆,将农副产

品及时运往销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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