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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敏
通讯员 左芝 肖红梅） 近日，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妇科主
任岳艳玲收到了患者杨女士发
来的一张B超报告单，上面清晰
写着宫内早孕，活胎。这看似简
单的一张报告单，实际上是一份
让人激动的喜报，是杨女士成功
受孕的见证。

十年前，杨女士做过输卵管
结扎术，三孩政策放开后，她和
丈夫想再添“孩儿”的欲望特别
强烈。于是，她前往多家医院进
行咨询，均被建议选择开腹输卵
管吻合术或胚胎移植术（即试
管婴儿）实现孕育。开腹手术
瘢痕大，伤害大，胚胎移植则需
要她和家人付出更多的时间、
精力和财力，于是，在认真权衡
比较了两种手术方式的利弊之
后，杨女士认为还是自然受孕
比较好。此后，她通过多方打
听，在得知邵阳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妇科曾助力多名女性输卵
管结扎后成功受孕，她便慕名
找到了岳艳玲。

随后，在妇科团队的帮助
下，成功通过腹腔镜下双侧输卵
管吻合及整形术，术后三个月便
顺利怀上了宝宝。

同样，27岁的罗女士，也非
常幸运地通过妇科团队的手术
治疗，实现了“孕育梦”。几年
前，罗女士因“左侧输卵管妊娠”
于外院行了左侧输卵管切除术，
一直尚未生育，再次异位妊娠
让她感觉生活失去了希望，保
留输卵管的欲望特别强烈。术
中因妊娠病灶较大，病灶部位
输卵管破坏严重，岳艳玲及其
团队为该患者行了腹腔镜下输
卵管病灶部位切除术及输卵管
吻合、整形术。目前，罗女士正
在备孕阶段。

据岳艳玲介绍，传统输卵管
吻合术是通过开腹手术完成，术
后出现盆腔粘连的几率相对增
加，而腹腔镜下输卵管吻合术较
开腹手术更微创，术后恢复时间
短，并发症发生率更低，但对术
者的手术技巧是一大挑战。自
2021年8月起，该院便成功开展
了多例结扎后腹腔镜输卵管吻
合术、腹腔镜下输卵管妊娠病灶
切除+输卵管吻合术，该项技术
率先在邵阳地区开展，手术创伤
小，术后第二天就可以出院，为
患者节约了时间及金钱成本，术
后3个月就可以受孕，让广大不
孕女性早日实现孕育。

腹腔镜下输卵管吻合术
助力不孕女性实现“孕育梦”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莫研）
3月18日，市脑科医院临床第二
党支部、第三党支部联合组织开
展“公共卫生以人为本，关爱健
康以情感人”的爱国卫生大扫除
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大家分工协作，密
切配合，拿起毛巾、水盆、扫帚、
铁锹等工具，对三、四病区病房
及患者室外活动坪进行了彻底
清扫消毒。大家清除杂草、杂

物，清扫落叶和垃圾，捡拾地上
和绿化带里的果皮、纸屑及塑
料袋等垃圾，仔细冲洗地面和
墙面，做到清除清扫无盲区、无
死角。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将党的
组织生活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用
实际行动维护医院卫生，为患者
创建了一个整洁、舒适、和谐的
就医环境，切实增强了党支部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

市脑科医院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

近日，记者在走访我市各大医院时
发现，医保病人住院、报销工作井然有
序。在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家住北塔区
茶元头乡 63 岁的陈大叔笑着告诉记
者，近年来医保待遇稳步提高，他患有
高血压和糖尿病，申请办理了门诊慢性
病医保报销，用药费用负担大大减轻，
药店拿药也变得更方便了。“慢病患者
用药负担减轻”“患者拿药方便”得益于
我市近年来深化开展“两病”门诊用药
保障和健康管理专项行动，将“两病”工
作落到实处，让越来越多的百姓真切感
受到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带来的实惠，有
效提升了全市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
感和满意度。

“邵阳市医疗保障局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统筹疫情防控和医保发展，持
续推动医保改革走向纵深，持续促进管
理服务提质增效，群众的待遇稳步改善，
制度运行总体平稳，基金安全可持续。”
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唐远伟说。

2021年，我市医保工作实现了“十
四五”的良好开局，一张医疗保障安全
网正织密筑牢，一副医保发展的新图
景已徐徐展开。截至 2021 年底，全市
总参保人数 707.12 万人，其中参加城
镇职工人数61.34 万人，城乡居民人数
645.78 万人。在 2021 年全省医保基金
运行分析评比中，我市职工医保与居
民医保综合评分双双跃居各市州第
一。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彰显医保担当

去年以来，市医疗保障局持续巩固
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
乡村振兴战略。医保脱贫攻坚政策全
面执行到位，2021年参保资助118.03万
人 、19162.06 万 元 ；基 本 医 疗 报 销
34156.51 万元，大病保险报销 7991.58
万元，医疗救助13322.96万元。加大了
对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力度，大病保险
起付线降低 1000 元，年度补偿限额从
30 万元提高到 40 万元，对困难群众实
施起付线降低50%、报销比例提高5个
百分点、取消封顶线……政策组合拳的
有效运用实现了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
攻坚向统筹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三重制度常态化保障平稳过渡。
隆回、城步医保领域以“零问题反馈”顺
利通过国家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医疗
保障考核验收，邵阳县、洞口、新宁、城
步乡村振兴医疗保障工作荣获全省先

进。为有效应对新冠疫情，医保人肩负
使命，履行抗疫责任，疫苗费用 70%由
医保基金承担，全市共上解疫苗费用
7.18亿元，支付疫苗接种费用11317.531
万元，为建立新冠病毒全民免疫屏障作
出了积极贡献。

集中整治成效显著
挺进全省前三强

医保基金是群众的看病钱、救命
钱，抓好医保基金管理工作是一项涉及
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重要民生工程，为
确保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取得成效，市医
疗保障局拓宽新思路、创新新方式、多
措并举、持续发力、实现新突破，基金监
管效能得到显著提升，切实维护了医保
基金运行安全。

2021年，市医疗保障局建立了协作
联动机制，围绕定点医疗机构、定点药
店、参保人、经办机构、医药企业、政府
部门等六大整治重点，紧扣 12 个子方
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 6 个月的医
保基金集中整治大行动。2021年我市
基金监管工作进入全省前三强，得到省
级督导组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人民日
报、省医保基金集中整治工作专刊、中
国纪检监察报将其作为典型案例进行
报道和推广。

改革试点蹄疾步稳
获评DIP示范城市

2020 年 11 月，我市成功纳入国家
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和按病种分值付
费（DIP）试点城市，成为全省三个试点
城市之一。作为首批国家 DIP 付费改
革试点城市，我市成立了由分管副市
长任组长的高规格 DIP 付费改革试点
领导小组，组建了242人的DIP专家人
才库，出台了“5+1”制度框架，构建了
推动 DIP 改革的“四梁八柱”，设置支
付与监管一体化的 DIP 建设体系，探
索发挥辅助目录的正负校正作用，运
用绩效三维度指标引导价值医疗行
为，创新实现药品耗材及价格变动的
病种分值动态更新。

2021年11月，我市DIP付费顺利通
过国家医保局评估验收，被评为优秀。
12月中下旬，第一届中国CHS-DRG/
DIP付费大会推介了我市做法，我市被评
为全国12个DIP付费示范城市之一。中
央电视台先后两次报道我市DIP付费试
点工作，介绍市中心医院改革试点取得
的初步成果，社会反响良好。

做实做细惠民政策
织牢织密便民保障

我市医疗保障局坚持服务先行，时
刻聚焦参保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
众医保待遇享受更及时、医保政策更惠
民、医保经办服务更高效。

我市医疗保障局积极开展深化“两
病”门诊用药保障和健康管理专项行动，
2021年全市居民高血压待遇享受人数
40.40万人，糖尿病待遇享受人数14.38
万人。全面落实国家集采任务，国家药
品集采前五批的品种218个，平均降价
53%，节约药品费用约25160.3万元。部
分高值医用耗材大幅降价，我市组织冠
脉支架等集采，节约资金5799.8万元；我
市参与株洲七市联盟低值耗材集采，医
用胶片等6个品种的平均降幅72.7%，最
高降幅90.7%，节约资金4673.3万元。

坚持便捷高效，如期上线国家医疗
保障信息平台，1669家医药机构接入医
保新平台，历史性解决了各县市区医保
个性化政策问题、重复参保缴费等问
题，完成全省个人账户清算平台与我市
医保系统的对接。全市医院、药店扫码
墩铺设完成，全市医保电子凭证注册
2411436 人，激活率 34.29%，排全省第
三，1230家定点药店已使用电子凭证支
付，群众就医购药进入“扫码时代”。积
极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经办
服务扁平化、高效化、智能化，确保医保
便民举措真正走进千家万户，让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做到服务百姓民生。

从严治党走深走实
营造清廉医保生态

在廉政建设方面，市医疗保障局深
入开展清廉医保建设，用红色文化浸润
心田，用革命精神陶冶情操，用先进事迹
砥砺品行，用行业清风擦亮成色。从严
从实从长抓巡察整改，推动医保工作提
质增效。巡察反馈的46个具体问题全
部整改到位，移交的6个立行立改问题、
11件信访件全部按时办结，巡察整改工
作量化考评得分排名第一。市医疗保
障局志愿者服务队荣获2021年度“全市
最佳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组织”。

2022年，市医疗保障局将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持续深
化医疗保障领域重点改革，不断完善医
疗保障体制机制，真抓实干、精抓细干、
埋头苦干，奋力谱写我市医保事业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

努力开创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市医疗保障局不断深化医保改革工作综述

邵阳日报记者 陈红云 通讯员 王师堂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王
海波 海鸥） 3 月 19 日，双清
区民政局养老机构疫情防控督
导组一行，深入全区各养老机构
进行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
督查。

为切实做好养老机构疫情
防控，双清区民政局严格按照上
级关于养老机构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和防控指南，督促区内各养
老机构落实全封闭式管理、扫场
所码、测体温、消毒、登记、24小
时值班值守等各项常态化防控
措施，并安排工作专班，指导全
区养老服务机构结合实际制定
切实可行的疫情防控应急预案，
加强实战化演练，备齐备足防疫
物资，定期查验工作人员健康
码，督促养老机构完成入住老年
人和工作人员全员全程疫苗接
种，根据上级核酸检测要求，对
全区养老机构工作人员落实每
周一次核酸检测。同时加强对
封闭在院的老年人关爱服务，提
供电视、广播、阅读等文化娱乐
服务，积极做好心理慰藉，利用
电话、网络等为老年人提供亲情

化沟通服务。
“面临此次疫情来袭，我院

接到通知后，立即实行全封闭式
管理，全体职工舍小家为大家，
吃住都在院内，大家毫无怨言”
颐康养老院院长肖艳红说：“只
要我们各尽其责、携手联动，就
能共克时艰，打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持久战，共同筑起抵御疫情的

‘铁壁铜墙’”。
双清区现有养老机构 13

家，街道级居家和社区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 5 家，机构入住老人
273人，工作人员81人。为坚决
克服麻痹松懈思想，确保养老机
构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区领导及局领导除采取“四不两
直”等方式加强对养老服务机构
督导检查外，还依托区养老服务
监管指导中心的“安联网”系统
进行远程监管、调度和督导。区
养老服务监管中心通过对各养
老机构 24 小时监管，对各机构
疫情防控工作情况进行每日通
报，对发现的问题，要立行立改，
为各养老机构入住老人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筑牢养老机构疫情“防控墙”

3 月 22 日，城步
苗族自治县儒林镇城
北社区湘西南大市
场，“物资保供指挥
部”工作人员对某“管
控”楼栋的区域在“配
送物资”前进行全面
消杀。

连日来，该县各
级在进一步压实疫情
防控责任，严防外部
输入、强化域内摸排
的同时，相继举办了
核酸检测、物资保供
等系列演练活动，切
实提高疫情防控的各
项实战能力。

邵阳日报通讯员
严钦龙 摄

（上接1版）
会议指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和机关干部职工要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笃
行、学懂弄通做实，真正做到严于律己、
严负其责、严管所辖。要增强政治意
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
治大局，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时刻牢记人大工作
者的职责和使命，对自己负责、对组织
负责、对人民负责。

会议强调，人大机关作为重要政
治机关，要认真学习领会落实中央、
省、市疫情防控相关会议精神，迅速将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和省
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在推动依法、

科学、有效防控疫情中担当作为。要
从严从细从实全面落实疫情防控常态
化措施，严密筑牢防线，严肃工作纪
律，严格落实责任，切实抓好人大机关
的疫情防控工作。同时要充分发挥共
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志愿者前
往联点街道社区开展疫情防控等志愿
服务。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