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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上午，宁夏自
治区卫健委党组书记、主
任吕金捍一行，来到晋江
市第二医院参观考察，旨
在进一步探索闽宁帮扶新
机制，对接医疗人才“组团
式”帮扶工作。

福建省卫健委党组
成员、副主任林宪，泉州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苏松
炎，副主任王家春，晋江
市第二医院党委书记孙丰裕、院
长龚飞群等陪同考察。

考察团首先参观了晋江市第
二医院院史馆，双方观看医院宣
传片并围绕帮扶工作情况、帮扶
取得成效，畅谈交流下一步医疗
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推动

“组团式”帮扶工作更加精准、有

成效。
据了解，从 1996 年开始，福

建省对口帮扶宁夏，28 年来，闽
宁两省区人民携手共进、接续奋
斗，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东西部
对 口 扶 贫 协 作 帮 扶 的“闽 宁 模
式”。

2022 年 5 月，根据《国家卫生

健康委医政医管局
关于推进“组团式”
帮扶国家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人民医
院工作的通知》精
神，晋江市第二医
院党委在临床业务
骨干中，挑选了妇
产科主任医师黄香
莲、泌尿外科副主
任医师任志平、儿

科主治医师曾台枝参加支援工作，
开展为期 1~2 年的“组团式”援宁
工作。

2023 年 6 月，继第一批前往
宁夏的医疗队伍顺利开展工作以
来，晋江市第二医院“组团式”医
疗帮扶骨干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沈南方、新生儿科主治医师郑启

华两位同志再启征程，奔赴宁夏
红寺堡区人民医院，赓续闽宁医
疗山海协作新篇章。

得益于“组团式”帮扶机遇，
红寺堡区人民医院医疗卫生事
业 得 到 长 足 发 展 ，成 功 完 善 胸
痛、卒中、危重孕产妇救治、危
重新生儿救治、创伤“五大”急
诊急救中心，实现医院综合水平
快速提升。该院在 2023 年度区
域 45 家医院综合绩效考核中排
名第一。

晋江市第二医院党委书记孙
丰裕表示，希望在未来，晋江市第
二医院与宁夏红寺堡区人民医院
一同携手并进，推动双方在学科
发展、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一
步交流互促，谱写闽宁合作新篇
章。 （张鸿鹏 王树良 吴圳斌）

宁夏自治区卫健委一行来泉对接交流医疗“组团式”帮扶工作

医院内随处可见医保码的宣
传标识

关注“一老一小”
医保码不断“变”出新功能

虽然数字化信息化带来了很
多便利，但对于很多不会使用智
能手机的老年人来说，医疗环节
中的数字化手段反而会使他们感
到苦恼。从线上预约，到自助机
取号、签到，面对一系列电子设备
和线上流程，不少老年患者心生
畏惧。因此，医保码照顾好老年
患者的需求愈显重要。

为此，医保部门及时上线“大
字版”页面、亲情账户等适老服
务。据福建医保局网信办主任陈
伦毅介绍，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
台APP、闽政通APP、“福建医疗保
障”微信小程序等渠道，我省参保
人就可以在线开通医保亲情账
户，由擅长智能设备操作的儿女
亲属绑定家里老人的账户，当老
年患者就医购药时，儿女亲属就
可以代为展示医保码，享受医保
待遇。

“我自己就绑了家里五个人
的账户，家里老人慢性病需长期
服用的药吃完了，通知我，我就随
时可以帮他们代开。”陈秀清告诉
记者，“很多老年患者、小孩无法
使用智能手机，需要家人陪同就
医、支付医药费，医保码亲情绑定
后就能够帮助代刷医保。”

亲情账户还有个服务重点是
孩子。“孩子的发病往往都比较急，
我们上学期，两次都是孩子在学校
突然不舒服，接出学校后直接就
医，要是没有医保码，还要回去拿
卡，会耽搁不少时间。”福州的林女

士家里有两个孩子，使用医保亲
情账户后，林女士对孩子们全年
的就诊情况心里更有数了。

如果说亲情账户还要依赖亲
属代办，那么 2023 年在我省上线
的医保“刷脸”就医功能，则进一
步有效破解老年人等特殊人群使
用智能设备就医购药的“数字鸿
沟”和“难点痛点”。陈伦毅介绍，
医保刷脸就医功能是以医保码为
媒介，应用“人脸识别+实名+实
人”技术开发的医保服务，实现

“卡结算”到“码结算”再到“刷脸
结算”的转变。目前，我省已有
122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全程刷
脸服务”。

“我们也在滨海院区推广人
脸识别服务，降低老年人对使用
手机的顾虑。滨海院区同步提供

刷脸、刷卡、刷码三种身份介质就
医，患者可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
选择。”林振吕告诉记者。

齐力托举
“一件事”套餐让“一码

通”更便捷

除了“一老一小”这一普及难
点外，林振吕表示：“数字化还受
限于就诊者的手机设备、医院或
药店配套的终端设备、网络信号
等影响，有时不可避免会出现信
息延迟、数据更新等问题。”

要让更多人享受到数字赋能
的就医体验，仍需要更多部门的
齐力托举。

记者从福建省医保局获悉，
目前福建省医保局已完成历史数
据迁移工作和多轮的数据专项治
理，建成全省统一的核心业务信息
系统，同时通过政务共享获取人
社、卫健、民政、公安、药监等多部
门数据，促进跨部门数据共享交换
使用，拓展新生儿医保参保、门特
门慢一件事等“一件事套餐”应用
场景，提升医保便民服务水平。

陈伦毅表示，具体到“一码通
办”方面，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完
善医保码应用场景，推出更多群
众需要和喜爱的服务应用，不断
提高“医保码、一码通”的含金
量。比如新生儿父母按规定为孩
子办理“出生一件事”套餐，新生
儿就同步完成参保登记，父母足
不出户就可以在线为孩子完成医
保码申领，并进行亲情账户绑定，
这样的话，新生儿出生即可享受
快捷的“一码通办”服务。

据林振吕介绍：“医院方面，
我们也在打通网络医院平台和移
动医保支付平台，功能互补互相
增强，做到使用移动支付码就能
在手机端预约各项检验检查。此
外，我们也做了很多备案，以防在
特殊时期，如医保停止结算期、突
发信息系统崩溃期等，可以使用
医保码作为就诊凭证，而不影响
患者就医体验。”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随着医
保服务信息化建设驶入快车道，
各部门协同在技术、机制等方面
的不断探索和完善，将为患者就
医开辟一条更加稳定、有温度的
就诊便捷通道。

看病买药一“码”通行（上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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