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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俞少行 田野 高正达
见习记者 龚秋燕

今年 5 月 1 日正式实行“先诊疗后
付费”新就医模式以来，祥云县人民医
院儿科门诊部各缴费窗口“排长龙”现
象就再没出现过。

祥云县人民医院是全国县级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单位和全国现代医
院管理制度试点医院、全国紧密型医
共体建设试点牵头医院，医疗服务辐
射人口约 100 万。根据国家卫生健康
委印发《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主
题活动方案（2023—2025 年）》宗旨要
求，医院今年初在儿科门诊试点推行

“先诊疗后付费”，探索以改善服务
“小切口”撬动看病就医“大民生”。

流程创新，环节等候时间显著缩
短。医院针对儿科患者就诊时间长、环
节烦琐、满意度偏低的“痛点”“难点”，
通过“流程再造”，解决了频繁多次支付

或结算诊疗费用、检验检查费用、药品
费用、治疗费用的问题。医院整合联动
了门诊部、信息部、数据中心、药学部、
医务部、后勤保障部和儿科等多部门协
作，涵盖儿科患者检查、检验、复诊、治
疗、护理、缴费等就诊全过程，通过建立
职责明确、流程清晰、可持续改进的工
作机制，整体提升工作效能。患者可通
过微信端、自助端或现场分诊点实施患
儿快速挂号就诊。接诊医生综合评估
患者情况，经快速评估准入后，双向签
订知情同意告知书，患者凭就诊单据，
直接进行检查检验、取药、输液、治疗
等。患者在就诊治疗结束或治疗过程
中，通过收费窗口、微信、支付宝等一次
性支付所有诊疗费用，对未及时缴费的
病历纳入欠费追缴流程。实施至今，所
有患者均遵守院方“医疗诚信管理”要
求，就诊结束积极完成“相关治疗费用
一次性支付结算”，目前尚未发生医疗
诚信欠费追缴事件。

“通过前期的系统调研和多部门的
沟通协调，我们明确了在推行过程中新
的就医流程、系统升级改造的需求、部
门责任分工、环节培训及患者的医疗诚
信等方面的管理体系，切实解决患者在
频繁就诊时多次付费、多次结算的问
题，实现了患者一次就诊付费一次。”
祥云县人民医院儿科门诊部主任徐娟
介绍说。

服务创新，诊疗效率显著提高。推
行“先诊疗后付费”服务新模式，改变了
传统就医患者在每项检查、治疗前均需
往返缴费后才诊疗的传统服务模式，在
缩短患者等候时间的同时，减少了医院
服务冗余环节。经医院统计分析，“先
诊疗后付费”可使患儿就诊平均等候时
间由传统模式下的 30 分钟缩短至 8 分
钟。同时，儿科门诊医生及儿科门诊收
费室平均每天可减少 1 位工作人员的
工作量，节约了医院运行成本，显著提
高了工作效率。

祥云县人民医院儿科门诊护士长
杨娟说：“主要是为患者缩短了取药和
缴费的时间，加上在楼宇间来回跑的时
间，有的缩短将近一个小时。这一个小
时，患儿可能已经完成了治疗或相应的
医技检查。”

口碑向好，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
祥云县人民医院儿科门诊“先诊疗后付
费”模式受到患儿家属及社会的一致好
评，目前，调查显示群众知晓率和支持
率均达到 90%以上，患者满意度也从实
施前的 88.67%上升到 92.3%。同时，群
众口碑持续向好，也推进了医院科室品
牌创建及高质量发展。

医院负责人表示，“先诊疗后付费”
实施过程中，医院定期进行数据分析，
在确保数据可追溯、可查询的同时，及
时发现缺陷或不足并持续调整完善，不
断优化服务流程及部门衔接，保障“先
诊疗后付费”体系高效运行，进一步提
升群众就医体验。

本报讯（记者 杨磊 通讯员 伊建）
6月5日，滇中高原森林生态系统云南省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余金庵分站在大
理市挂牌成立。

滇中高原森林生态系统云南省野
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余金庵分站成立标
志着滇中高原森林生态系统“一站多
点”布局的完成，主站和分站紧密结
合，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中国科
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等相关科研
机构将对余金庵国有林场亚热带半湿
润常绿阔叶林的更新与演替规律、群

落构建与物种共存机制、生态修复技
术以及森林碳循环过程、碳汇开发技
术等开展研究。

据了解，余金庵国有林场内保存着
极具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亚热带半湿润
常绿阔叶林，具有重要的保护和科研价
值。目前，大型森林动态监测样地、碳
汇观测铁塔和卫星样地的建设工作正
在开展。科研将为生物多样性保育、生
态系统管理的完善以及打造科学、高
效、可行的生态修复模板和参照提供重
要的科学数据。

州卫生监督局全体党员参观学习李伯籓医生先进事迹。（摄于6月6日）
当天，州卫生监督局组织全体党员到宾川县李伯藩先进事迹现场教学点进行党

性学习教育和医德医风教育，以李伯藩同志干事创业、刻苦钻研、无私奉献、清廉务
实的精神，激励党员干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通讯员 马骏洪 摄］

大理市新增一个野外科学观测站

滇中高原森林生态系统云南省野外
科学观测站余金庵分站挂牌成立

“先诊疗后付费”让患者不再“往返跑”
——祥云县人民医院儿科门诊便民服务纪实

漾濞县龙潭乡水竹坪村烟农在
给烤烟揭膜培土。（摄于6月6日）

近年来，龙潭乡党委、政府始终
把烤烟产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帮助群众增收
致富的主导产业来抓，通过政策扶
持、技术指导、优化种植等措施，推
动烤烟产业提质增效，促进农民持续
增收。

［通讯员 张晓玲 摄］

□ 通讯员 马素萍 周志 文／图

6月10日，2024年小河淌水·白崖
城景区文化旅游节暨端午节“游百
病”活动举行，众多当地群众和游客
齐聚小河淌水·白崖城景区，观看演
出，登高望远，祈愿安康。

“腾跃、扭头、摆尾……”伴随着
强劲有力的锣鼓声，本次活动在精彩
的《舞狮》中拉开帷幕。随后，《我和
我的祖国》《彩云古镇换新装》《大刀
舞》《白崖》《大美红岩等你来》等节目
依次上演，吸引了众多群众和游客的
目光。

在观看演出之余，大家纷纷加入
端午节“游百病”活动。端午节“游百
病”是当地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已
延续上千年。当天，大家沿着山间小
道一路登高，观山赏水，怡情悦性，直
至谷女寺，喝大锅药，祈求百病消除、
祛邪避灾、安康幸福。

在谷女寺，几口大锅支在较为空
旷的空地上，锅下火势正旺，锅里热
气腾腾，药香四溢。以“一锅药、一泉
水”为主题的小型现场剧“谷女寺游

百病”正在精彩上演，活态展示“游百
病”由来。周围的观众争相品尝大锅
药，感受当地民俗文化的魅力。

红岩镇东海村委会丁家营村村
民王义得和家人、朋友结伴一起到此

“游百病”，他说：“我们每年端午节都
会到这里来‘游百病’，喝大锅药，祈
愿健康吉祥，也祝愿到这里的所有人
都家庭幸福、身体健康。”

除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以及“游百
病”喝大锅药，本次活动还有非遗项
目综合展示和体验、平安粽制作教学
和分享、谷女素食、谷女花海打卡等
项目。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参加活动
的群众和游客有了更加美好的体验。

红岩青年花灯队这次来“游百
病”，还参加了节目演出。队员李玉仙
说：“这次来‘游百病’感到很开心，但
愿我们所有人‘游百病’后都健健康
康、万事大吉。”

“这种民俗活动很独特、有趣。
我们成年人各方面压力都挺大的，
来到这里真的很放松，很舒服，下次
一定要带着小孩来玩一下。”游客
杨女士说。

□ 通讯员 李克钊

近年来，弥渡县立足实际，建立龙
头企业绑合作社、合作社绑农户的“双
绑示范基地，推动蔬菜产业发展，增加
群众收入。

近日，笔者走进弥渡博润蔬菜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一期蔬菜大棚里，只见
种植户张泽正在整墒、铺设滴灌带，准
备栽种黄瓜苗。据张泽介绍，他家承包
了 5亩合作社的蔬菜大棚，如今已经种
植 4 年了。“这 4 年来，我们的效益都很
好，去年我家分红分到了20多万。”

张泽家能有如此好的收益，得益于
“双绑”模式。2020 年 10 月，新街镇
董和村委会大荒地村和大理耘飞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形成农户绑合作
社、合作社绑企业的“双绑”模式，走出
了一条助力农业转型提档、产业发展壮
大、群众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该村还不断扩大基地规模，吸引外
出务工的劳动力回乡发展，让产业发展
有了持续动力。目前，二期 100 亩蔬菜
大棚建设已完成土地整平，准备立柱建
棚，预计7月中旬投入使用。

“听大家说在村里耪蔬菜能赚到
钱，我们准备在二期耪上 5亩大棚。”常
年在浙江务工的梁利芬夫妇回到村里，
在二期蔬菜大棚报了名，准备和其他种
植户一同发展蔬菜产业。

在大荒地村“双绑”模式带动下，
红岩镇罗营村成立弥渡县瑞禾春农民

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 110 亩分两
期建设蔬菜大棚，与大理耘飞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实行“双绑”蔬菜产业发展
模式。

“我们的一期50亩大棚建设已经把
柱子全部立好，预计六月底可以完成建
设工作。”弥渡县瑞禾春农民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钱林介绍。

大理耘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助理李嘉说：“我们公司有专业的团
队对种植技术进行全程一对一指导，并
进行统一销售，公司与合作社利益共
享、风险共担、合作共赢，带动合作社不
断发展壮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近年来，弥渡县立足实际，大力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快推进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建立“双绑”示范基地，探索
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双绑”蔬菜产业发
展模式，通过设施蔬菜种植的一个“小
切口”，实现农业产业发展持续性、系统
性、带动性的“大突破”，为乡村振兴注
入新动力。据了解，目前，弥渡县农业
种植龙头企业共绑定合作社 133 个，吸
纳社员6551户，参与“双绑”模式的村级
集体经济增收934.52万元，社员户均年
增收5.2万元以上。

弥渡县农业农村局绿色食品股股
长茶枝雄说：“为加强对‘双绑’模式的
有序推进，我们成立了工作专班，建立

‘一月一调度’工作机制，实行网格化分
片挂钩包保，确保‘双绑’种植模式落地
见效。”

本报讯（通讯员 罗兴武 李艳秋）
6 月 6 日，到北京大学参加弥渡县干部
综合素养提升专题研修班的 49 名党政
领导干部完成全部学业，圆满结业。

在5天的培训中，全体参训干部学习
了《党的二十大精神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法治思维与依法办
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
量发展》《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
学内涵》等课程。同时，还参观了北大校
史馆，领略了北大风物与人文精神，在香

山革命纪念馆开展了党性教育，观摩了北
京城市副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等。

“研修班名师荟萃、课程堂堂精彩，
我倍加珍惜这次宝贵的学习机会，边听
边记，边学边悟，俯拾仰取之间扎扎实
实接受了一次思想的洗礼、信念的锤
炼，享受了一场精神的盛宴。”参训学员
李建斌在这次学习中收获颇多，他说：

“在下步工作中，我将保持脚踏实地、积
极进取的精神，坚持以学促干、学用相
长，把集中培训的成果、日常学习的成

果、实践感悟的成果转化为服务发展、
推动工作的成效，为建设名副其实的

‘小河淌水·幸福弥渡’贡献青春力量！”
“此次培训内容丰富，既有理论知

识，又有现场教学，让我思想上加了油、
精神上补了钙、能力上充了电，收获满
满。”参训学员钱宝宏说，“今后的工作
中，我将把此次培训的所获所悟，运用
在城市管理创优提质各项工作中，建设
干净、整洁、绿美、宜居的‘小河淌水·幸
福弥渡’。”

“此次培训班课程安排合理、紧凑
有序，既包含了理论知识和党性锻炼的
课程，还有增强理论指导实际工作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的内容。”参训学员奎鹏
说，“我会将此次培训中学到的知识运
用到实际工作中，不断树牢法治思维，
不断强化做好群众工作和妥善应对新
兴媒体监督的能力，将北大的学习氛围
和辩证思维带回到工作岗位上，不断提
高工作标准和水平，为‘小河淌水·幸福
弥渡’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 通讯员 许忠建 高静茹

“这部《在虚拟世界中迷失的青春
岁月》警示教育片让我有了全新的认
识。我深刻体会到，即便是看似微不足
道的一支烟、一杯茶，都可能成为他人

‘围猎’的突破口。在今后的生活和工
作中，我将坚守底线，绝不越界。”一位
年轻干警坚定地说道。

“作为一名年轻干部，我时刻铭记
要清正廉洁、严于律己，只有自身过硬，
才能经得起任何考验。”

在弥渡县人民法院组织的“青春与
廉同行”主题青年理论学习班上，青年

干警们结合岗位工作，分享了对党纪的
敬畏与践行感悟。大家纷纷表示，此次
活动不仅加深了对党纪国法的认识，更
激发了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的热情。

针对年轻干部党性历练、社会阅历、
基层锻炼相对不足的问题，弥渡县近年
来将年轻干部的教育培养放在重要位
置。通过廉政党课、廉政谈话、廉政测
试、旁听庭审等多维度廉政教育形式，为
年轻干部量身定制成长“必修课”，帮助
他们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

今年，弥渡县纪委监委、县委宣传
部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为契机，创新教育模式。

线上线下联动，运用新媒体平台，采用
短视频演绎、花灯说唱等年轻人喜爱的
形式，开展纪法课堂教育，让年轻干部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纪律规矩，增
强法治意识。

为了更直观地警示年轻干部，弥渡
县纪委监委精心制作了《在虚拟世界中
迷失的青春岁月》警示教育片。该片以
涂劭垚的案例为原型，展示了年轻干部
一旦迷失在虚拟世界，将如何滑向违纪
违法的深渊。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王海观看后深受触动，他表示：“我将更
加重视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培养健康
的生活情趣，始终做到慎独慎微。”

此外，县纪委监委还通过组建党规党
纪宣讲队伍、通报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组
织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等方式，进行“走心
式”学习、“点穴式”提醒、“沉浸式”体验、

“解剖式”分析，确保廉政教育深入人心。
“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未来和希望，他们的成长和进步离不开
组织的教育监督管理。”县纪委监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弥渡县将继续
加强年轻干部的教育和监督，推动廉政
教育常态化，通过正向激励和反向警示
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年轻干部将纪律规
矩刻印于心，勇于担当进取，为党和人
民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游客争相品尝大锅药，感受当地民俗文化的魅力。（摄于6月10日）

端午假期游白崖城弥渡全力推进“双绑”模式 推动蔬菜产业发展

弥渡49名领导干部到北大完成“充电”

弥渡：“正向激励+反向警示”让年轻干部将纪律规矩刻印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