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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伟芳
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颜值

经济”正在崛起。
福建人面部特征中，大多有鼻

翼宽大、鼻梁较塌等特征，而鼻子
对一个人气质的影响非常大，因此
很多人对自身鼻型并不满意，隆鼻
的人数逐年增长。

为进一步推动我省鼻整形技
术发展进步，7月8日—7月9日，由

福建省康复医学会整形与美
容专业委员会主办的耳软
骨鼻整形学习班在福州
海西迪娅医疗美容机构
举办。

福建省康复医学会
整形与美容外科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郭志辉、福建省康
复医学会整形与美容外科专业委
员会鼻学组副组长李铭、中华医学
会整形外科分会鼻整形组委员杨
海波等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从耳软
骨鼻整形修复理念，到如何局麻、
手术技巧再到术后包扎以及并发
症的处理都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学
习探讨。

不仅如此，主办方还安排了3
场手术实例现场观摩及技法讲解，

为全省从事鼻整形的专家
学者奉上一场学术的饕
餮盛宴。

据郭志辉主任医
师介绍，目前，我省每
年鼻整形手术量达到2

万余例，且市场需求还
在不断提升。

隆鼻目前可以大致分为两大
类，一是非手术方式的注射隆鼻，
可满足鼻部微调，一种是手术隆
鼻，可从根本上改变鼻子形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求美者开
始青睐自然、动感的鼻型，追求创
伤小、恢复快的手术方式。因此，
耳软骨在满足这些要求方面极具
优势。

“而如何合理切取耳软骨，并

利用有限的材料发挥最大力学支
撑效力是采用耳软骨进行鼻整形
的关键技术。此次学习班的举办
就是要提高医生鼻美容技术的医
疗水平，减少并发症，提高服务质
量，进一步满足患者所需。”郭志辉
表示。

针对现在医美行业存在的问
题，李铭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醒：

“任何手术都有风险，这与医生技
术、个人体质等都有关系。作为医
生，要充分与患者沟通，别把美容
手术当急诊手术来做。而作为消
费者，要理性求美，避免缺乏风险
意识、冲动消费，要选择合法合规
的医疗机构、有资质的医生，不要
把自己的面容甚至生命当作儿
戏，降低可控风险。”

变美的学习班开班——

每年2万福建人对自己的鼻子不满意

（上接1版）

三明医改的基石之
一，就是医保基金打包支
付，将医保资金、财政投入
按人头打包给医共体，采用
C-DRG（按病种付费）分
组打包收付费，总额包干、
超支不补、结余留用。“以阑
尾炎治疗为例，C-DRG打
包收付费是 8000 元，报销
70%后患者只需支付 2400
元，如果治疗不规范超费用
了，需要医院自己承担。”徐

将乐县总医院院长聂
立雄给记者看了一张表格，
全县城乡居民医保住院次
均费用中，个人自付比例从
2011 年的 1879 元，下降至
2020年的1480元。

慢病患者管理，按医嘱
服药看似简单，却又是个难
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三
明市双管齐下：不明白按时
服药的重要性，那就安排医
务人员送药上门，还能检查
身体，宣传健康知识；嫌药品
贵，那就全额免费，送给慢病
患者。

多轮药品集采后，不
少慢病患者吃的基本药
物，一年费用还不到医保
起付线。为了鼓励他们自
我管理，三明市干脆将6个
病种的39种基本药物全额
免费提供，其中就包括阿
卡波糖。“这些患者管理好
病情，避免病情发展，也是
为医保省钱。”徐志銮说。
未来，当地还将根据医保
基金情况，逐步扩大慢病
病种和免费的基本药物。

医院得激励
做好健康管理

万安镇卫生院万安镇卫生院

志銮介绍。
这对于医院是个全新

的激励机制。健康教育做
得好，百姓看病少，医保有
结余，这笔钱医保不会截
留，医院可将其纳入医务
性收入，用于员工薪酬分
配，开展健康促进行动。
相反，百姓看病多，医保超
支了，医院就得自己承担。

7 月 5 日 13 时 50 分，
三明市将乐县万安镇卫生
院伍文娟医生的电脑上弹
出一条消息，她负责的高
血压患者孙大姐随访时间
就要到了，健康管理平台
提醒她要及时和对方联
系。同一时间，孙大姐的
手机也收到同样的消息，
提醒她要和伍医生联系，
检测血压。

将乐县这一套健康管
理平台系统，纵贯县乡村
三级，配置“健康一体机”

等设备，运用物联网和大
数据，建立全县居民电子
健康档案。近2万名高血
压、2 型糖尿病、肺结核和
重度精神病等慢病患者，
分级、分类、分标、分片管
理。将乐县总医院副院长
肖少辉打开平台指给记者
看：“谁负责、控制率好不
好、做过哪些用药指导、是
否需要转诊等等，一目了
然。”

经过几年管理，目前全
县血压控制率85.17%，血糖
控制率71.77%。2020年，将
乐县人均期望寿命 81.63
岁，高于全省平均期望寿命
3.34岁。

沙县区总医院分析发
现，打包给医院的医保基
金，50%被用于治疗 45 岁
以上人群各类疾病。医院
班子一合计，决定给50岁
以上人群送一份健康大礼
包——免费健康筛查。“一
方面培养健康意识，将预
防关口前移。”万小英说，

“另一方面，如果筛查出慢
病，能够配合健康管理团
队做好自我管理，避免家
庭因病致贫，实现少得病、

晚得病、得小病的目的。”
沙县区总医院院长谢

显金还举了个例子，通过
大数据，筛选出连续几年
因为肺炎住院的病人，为他
们免费接种肺炎疫苗，“治
疗肺炎至少要花 1000 多
元，一针疫苗才100多元”。

打包支付机制还为
医疗服务价 格 调整腾出
空间，全员目标年薪制等
改 革 措 施 得 以 陆 续 推
出。从 2012 年至今，三明
市已经先后9次调整医疗
服务收费标准达 8400 多
项 ，增 加 医 疗 服 务 收 入
57.39亿元。

“提高的价格纳入医
保，老百姓的负担不会加
重。”谢显金说，以前一位主
任医师的诊疗费是7元，现
在是45元。如果患者选择
找主任中医师看病，价格里
还包含30元的药事服务费
和10元的辨证施治费，“这
两种费用全额报销，45元诊
疗费报销18元”。

更关键的是医院收入
结构得到优化。2011 年，
三明市公立医院的收入结
构中，医疗服务收入仅占

18.73%，药品收入则高达
46.77%。2020 年，药品收
入占比降至 23.25%，医疗
服 务 收 入 占 比 提 高 至
41.46%。

收入结构含金量提高
了，医院就有更多的手段
去激励和留住医务人员。
2018年，沙县区总医院招进
了第一个研究生，到今年，
全院已经有 7 名研究生。
谢显金告诉记者：“沙县公
务员平均年薪是8.1万元，
而医务人员平均年薪是
13.66万元，与全市医务人
员平均年薪基本相同。”

去年，包括工资和奖
金在内，曹清水的收入有
24万多元。“2005年我从福
建中医药大学毕业，当时
每个月工资八九百块钱，
基本没有外出学习机会，
和其他同学一比，有时都
想连夜就跑。现在进修学
习的机会多了，能力提升，
病人信任，人员队伍稳定，
日子有盼头了。”面对未
来，他充满了信心。

医共体建设，是三明
医改的一个缩影。九年
来，从治乱到立制，再到
健 康 管 护 ，围 绕 保 障 人
民健康这一核心目标，三
明全市一盘棋，医药、医
疗、医保三方联动，各项
政策、手段不断完善与迭
代，更好地适应当地的经
济社会发展环境，切实提
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
运行效率、服务能力，更
好地满足群众的医疗健
康需求。

三明医改持续突破，
撕开医改“世界性难题”的
一道口子，成为中国医改

“标杆”。

将乐县健康管理平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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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经验，成了全国医改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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