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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芳
本报通讯员 杜梅

7月12日早7点，即墨市田横中心卫生院
的医养结合专用病房里，洗刷完毕穿戴整齐
的孤寡老人傅信焕，正开心地和病友们闲聊
家常。年过七十的傅信焕听力有些退化，说
话时需配合着手势动作，但这并没有影响他
聊天的好心情，病房里不时传来他的笑声。

就在一个多月前，这位老人曾因饱受病
痛折磨，且支付不起高昂的治疗费用，而绝
望地央求村干部找医生帮他早点结束生命。
摩挲着病床枕头旁那张绿色的“田横中心卫
生院签约服务联系卡”，傅信焕总是跟人念
叨，多亏了家庭医生，他才重生了活下去的
希望。

作为全国首个“健康中国”县级市示范
点，即墨市自去年以来，全面推行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将家庭医生签约与慢性病管理、
中医保健等各项工作相结合，发挥家庭医生
居民健康“守门人”的作用，推动形成基层
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格局。签约居
民只要一个电话，家庭医生便随时上门，提
供检查诊断、指导用药服务。截至目前，全
市已组建了150支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签约2
万余户家庭。

田横中心卫生院是即墨较早建立家庭医
生签约联系制度的卫生院，600余名像傅信
焕这样的低保、孤寡老人是其首批签约服务
对象。据院长于飞翔介绍，傅信焕患有复杂
性颌间隙脓肿，曾到青岛市三级医院就诊，
但由于支付不起近20万元的治疗费用，不得
已出院回家。一个多月前，村干部帮他拨打
联系卡上家庭医生的电话时，他的整个面部

已经肿了起来，由于出脓感染，嗓子也不能
说话吃饭，疼痛难忍。家庭医生将他接到卫
生院的当天，于飞翔便联系即墨市级医院专
家进行会诊，确定治疗方案后，田横中心卫
生院第二天便为他做了手术。

如今，傅信焕住在田横中心卫生院的专
用病房，每天都有专门的护理人员照顾其生
活起居。由于田横中心卫生院是一级医院，
新农合的住院报销比例最高可达90%。加上
傅信焕是低保户，通过相应民政补助，他的
住院费用总体报销比例达到95%左右，且先

住院后交费，只需在出院时缴纳个人自付部
分即可。“在家门口住院，没有交通费、误工
费、陪护费，一日三餐也都由医院负担。”老人
说，自己再也不用为医疗费发愁。

记者了解到，即墨实行市、镇、村三级
联动的家庭医生签约制度，根据不同人群具
体状况，分为无偿签约服务和有偿签约服
务。傅信焕所享受的无偿签约服务，是由乡
镇卫生院组建负责，提供基本医疗、基本公
共卫生和转诊等服务，由二级医院医师提供
技术支持。有偿签约服务则由61名高血压、

糖尿病治疗方面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
医师组成的团队负责，每个医师服务100户
居民，按照不同标准进行收费。此外，即墨
还积极探索提升医疗服务信息化水平，基于
移动化、网络化、远程化技术搭建起“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综合管理平台”，采用无线传
输电子血压计、手机APP客户端等仪器设
备，实现“居民自我健康管理、平台互动预
警、签约医生管理、签约医院临床参考、主
管部门管理考核”的整体服务流程。

如今，越来越多的即墨人有了属于自己
的家庭医生——— 每周一，家住移风店镇道头
村的王棕典，都会在家等候家庭医生上门为
自己量血压，并提供饮食、运动等方面的健康
指导；患有急性耳前瘘管炎的村民谭启炫，则
在家庭医生帮助下，实现双向转诊，及时在上
级医院预约专家进行手术，得到了更好治疗；
依托信息化技术，家庭医生鲁海涛通过对签
约对象佩戴的远程血压计，进行血压远程实
时监测，为其制订了正规的诊疗方案……

“面向不同人群，满足个性化需求，这
是即墨家庭医生服务的最大特色。”即墨市
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杨岩表示。除为群众
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转诊等服务外，
即墨还在积极探索“住、养、医、护、康”
五位一体的健康管理服务模式。目前，已初
步拟定在青岛蓝谷核心区温泉小镇建设一处
面积2万平方米的高端健康管理中心，引进
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发达国家的专业健康
管理团队和国际一流的健康管理品牌、理
念、标准和流程，以慢性病管理为重点，以
中医“治未病”理念为核心，提供融健康管
理、休闲旅游、体育健身、中医养生保健于
一体的国际化专业性健康服务。

面向不同人群，满足个性化需求———

家庭医生在即墨

□记者 杜辉升 丁兆霞
通讯员 乔祥明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总投资约4 . 8亿元的国丰

远大项目一期已完成厂房主体建设，预计10
月份投产；苏宁诺富特酒店等11个项目已完
工投入使用；达美希尔顿国际酒店、东方太
阳城等91个项目开工建设……

今年以来，日照市东港区加快推进突破
园区、商圈打造、生态旅游、新型城镇化等
7个方面的128项重点工程项目，估算总投资
1018 . 9亿元。截至7月底，已完成投资158 . 3亿
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64 . 74%，项目总投
资、年度计划投资均创历史新高，为发展新

动能提供了空间。
投资是发展的支撑，项目是发展的载

体。如今在东港，低速大扭矩永磁电机驱动
系统项目、海能生物羟基维生素D3项目等已
相继落户；普利尔医用复合纤维材料、海达
尔加气设备生产等新动能精选项目加快推
进；航空产业园山东太古维修基地、飞奥航
空、传化公路港等项目建设进展顺利，这些
项目有效拉动投资规模的持续扩大，为经济
强劲增长注入了新动力。

重点项目高速推进，离不开高效的政府
服务作后盾。东港实行“一个大项目、一名
区领导、一个牵头责任部门、一套工作班

子、一个实施方案”的“五个一”工作机
制，开通审批绿色通道，推进超前服务。专
门成立了服务日照高新区、航空产业园、太
阳文化旅游度假区和钢铁配套产业园办公
室，属于园区的重点项目，分别由相关服务
园区办公室负责全程代办。对独立选址的重
点项目，由牵头责任部门会同区行政服务中
心全程代办。

东港区还将大项目推进工作列入年度目
标管理绩效考核重要内容，按照前期、拟开
工、在建等不同阶段进行梳理，由区督察考
核局进行重点督察、及时通报，确保项目顺
利推进。区委定期召开大项目专题调度会

议，区级包保领导通过PPT展示项目最新进
展，加大项目推进力度。

除此之外，为提高招商引资的实效性和
针对性，东港区建立了5000万元以上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储备库，将招商引资项目、审批
立项项目、前期谋划项目等纳入储备库，由
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按照职责加快各项手续
办理，尽快开工建设。同时，实行动态管
理，综合产业招商和项目推进情况，“完工
一个、退出一个、成熟一个、纳入一个”，
每季度调整一次。目前已储备项目234个，
计划总投资1400亿元，其中新旧动能转换项
目175个。

东港：厚植项目蓄积新动能
至7月底128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58 . 3亿元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8月18日，“市南司法党员e家”微信公

众号揭牌，并正式启动运营。该微信公众号将及时推送党
建新闻、支部活动等动态，转发有关“两学一做”等党建
的相关知识，并与党员同志通过问卷调查、答题等形式互
动，向社会集中展示市南区司法系统社会党组织的风采。

该微信公众号是青岛市市南区司法局利用“互联网
+”手段，创新党员管理模式的一项新举措，旨在通过
“互联网+学习”、“互联网+服务”、“互联网+监
管”，督促广大党员随时学、随时做、随时改，实现党组
织和党员、党员和群众之间“亲密”、“即时”接触，加
强党组织之间以及党员同群众之间的信息互动。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玉胜 贾鹏 王志 报道
本报乐陵讯 8月12日，在乐陵市千年

枣林游览区，从常大娘之家体验式地道，到
玫瑰缘的水上乐园项目，从富众采摘园的自
助采摘到枣乡人家的怀旧农家乐，丰富的体
验项目让来自淄博的游客韩兆杰大为赞叹。

同样在乐陵市云红街道闫家村，占地
600余亩、总投资1 . 2亿元的龙悦水上乐园已
基本完工，进入试营业阶段，每天吸引近千
名游客。过去，因为缺乏体验式项目开发，
乐陵旅游季节性强，制约了旅游经济发展和
旅游品牌推介。乐陵市旅游产业办主任韩玉
杰介绍，变千年枣林的生态环境优势为旅游

产业发展优势，变资源依赖为创意发展，乐
陵一方面建设朱集沟湿地公园项目、枣乡人
家旅游扶贫项目、温泉度假村等10余个重点
项目，丰富枣文化旅游项目；另一方面，围
绕红色文化、特色农业文化及现代工业文
化，深挖旅游素材及资源，推动全市由单一
的枣林旅游向多元融合旅游转变。

乐陵实施的全域景区化建设，已推出了
以千年枣林游览区、龙悦生态园、大孙生态
采摘园、玫瑰缘风景区、碧霞湖等为龙头的
生态乡村游，以冀鲁边区革命纪念园、大孙
爱国主义教育展览馆等为主体的红色文化
游，以碧霞元君故居、文庙、孙轶青艺术
馆、金丝小枣博物馆等为依托的传统文化
游，以泰山体育博物馆、金麒麟集团、友谊
体育等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游，以希森新村、
马铃薯繁育基地等为代表的特色农村(业)游
等5大旅游文化品牌，构建“冀鲁边区，红
色乐陵，福寿枣乡，早来枣好”的“全景”
式旅游格局。今年以来，乐陵市共接待游客
总数达193 . 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10 . 5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 . 32%和14 . 56%。

变生态优势为产业优势 变资源依赖为创意发展

乐陵：全域统筹培育全景旅游

□记者 马景阳 刘磊 通讯员 冯萍 李媛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今年67岁的淄博市张店区南定镇田家村

村民杨爱珍是村里的贫困户，刚出院不久的她依然需要服
用药物维持治疗，每天百余元的药物支出使得这个原本就
不富裕的家庭愈加捉襟见肘。今年5月，在村委会的帮助
下，杨爱珍通过申请村里爱心基金，顺利获得每月800元
的长期生活救助金，大大减轻了家庭负担。

“俺们村的爱心基金，就是咱老百姓的‘救济银
行’。”杨爱珍感激地说，只要符合条件进行申请，爱心
基金就能像银行一样发放“贷款”，而且不用偿还。

2016年4月，由田家村“两委”牵头，发动村办企
业、全体村内党员和村民共同捐助172 . 987万元，设立爱
心救助基金。村里的贫困户看病找它，生活困难了找它，
爱心基金俨然成了贫困户们的“万事帮”，村里的人们都
形象称它为“爱心银行”。

不仅如此，田家村“两委”还牵头制定了严格的基金
管理程序。在村内，凡是遭受重大疾病和重大意外伤害的
村民将《爱心基金救助申请表》、村民住院费用支付结算
清单及票据复印件提交专门的田家村基金管理委员会，由
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进行实地家访，确认情况。截至目
前，爱心基金共救助16户村民，救助金额达112800元。

市南司法党员e家
微信公众号上线

张店：村级“爱心银行”

为贫困户兜底

广告

□肖芳 报道
田横中心卫生院的医养结合专用病房里，医生正在为傅信焕老人进行术后身体检查。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赵政伟 贾向东 报道
本报滕州讯 8月13日，记者在滕州市界河镇农村采

访看到，手绘文化墙、道德大讲堂、善行义举四德榜……
这些承载着精神文明的新载体，如今在界河镇的村居、学
校、企业、单位等重点区域，主题鲜明地传播着正能量。

镇党委书记颜丙磊对记者说，镇党委、政府创新形
式，丰富内容建设“四德工程”，激发了社会正能量。

走在省级美丽乡村闫楼村大街小巷,一幅幅核心价值
观、文明礼让、孝老爱亲、社会互助、计划生育等宣传
画，生动俏皮、通俗易懂。“这些宣传画有意思，咱老百
姓也看得懂。”村民贾传奇满面带笑地介绍，“这些画不
仅好看也有用,对孩子们是很好的教育啊!”目前，全镇绘
制文化墙壁近10000平方米、宣传画2000块左右，文化墙潜
移默化引导村民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 ,树立了
“四德”新风。

镇里经常邀请专家学者授课，定期开展“仁德”、
“爱德”、“孝德”、“诚德”道德建设主题教育活动,
“道德讲堂”成为“四德工程”建设的常态化载体,引导
村民移风易俗 ,培育文明习俗。目前设立了镇、村两级
“道德讲堂”，每一期“道德讲堂”均对选题、内容严格
把关。同时，把推荐好婆婆、好媳妇、道德模范、优秀志
愿者等拿到大讲堂上讨论，给群众讲述发生在身边的美德
故事。截至目前，全镇已举办“道德讲堂”300余期，累
计参加群众30000人次。

不断丰富和更新四德榜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方
式。为此，镇里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保障四德榜按期更
新完善。目前，全镇已建立“善行义举四德榜”100多
处，实现了镇村全覆盖,评选出好婆婆、好媳妇、界河好
人等道德典型800余人。现在，邻里、婆媳的矛盾越来越
少了，孝老爱亲、诚实守信的人越来越多了。

界河镇“四德工程”

引领社会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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