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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乡村百姓有“医”靠
●大田记者站 叶紫妍 通讯员 黄慧玲

医疗连着民生，民生连
着民心。长期以来，由于大
田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人才
紧缺、服务能力有限、医疗
资源薄弱，老百姓遇到疑难
杂症，只能往外跑，费时又
费力。

为了百姓方便看病、看
得好病，大田县围绕省、市、
县卫生健康工作总体部署，
持续深化综合医改工作，对
基层分院补短板、强弱项，探
索基层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
设新机制，让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提升乡村医疗卫生服
务能力，扎牢健康服务网底。

今年1月—6月，在基层
就诊人数近20万人次，较去
年同期增长 8.24%；每年住
院减少外转约 300 例，门诊
减少外转约2000人次；全县
三四级手术占比逐年提高；
大田县总医院患者满意度由
全省第129名提升到第16名
……近年来，在各项措施的
推进下，大田医改成效显著，
百姓在基层就诊更加便捷，
幸福感不断提升。

行走在建宁大地上，云
雾缭绕、青山苍翠、碧水环
绕，处处绿意涌动着改革活
力。建宁县森林面积 196.72
万亩，森林覆盖率 72.54%，
有 3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地，
是中国天然氧吧。

近年来，当地坚持“生
态立县”，牢固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聚焦绿化增量、生态
增效、保护增质、富民增
收，不断厚植生态底色、系
统化推进林权制度改革，持
续提升管护实效，推进产业
融合发展。

绿水青山变绿水青山变““幸福大餐幸福大餐””
建宁县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侧记

●建宁记者站 宁柳云 曾 程 付哲文 通讯员 袁明昱 文/图

深 化 医 改

病床“搬进”家
服务送上门

“现在我不出门就能享受医务
人员定期上门查床、治疗等服务，还
能办理在家住院，享受医保报销政
策，非常方便。”谈起家庭病床服务，
广平镇的蒋大爷赞不绝口。

70多岁的蒋大爷是一位脑梗死
后遗症患者，伴有头晕不适等症状，
由于长期卧床，生活全靠家里人照
料。以往，蒋大爷需要到大田县广平
分院做检查，出行很不方便。

今年 1 月，为满足行动不便患
者就医需求，大田县在广平、太华、
均溪3个乡镇全面开展家庭病床服
务。通过在患者家中设立病床，由指
定医护人员定期查床、治疗、护理等
医疗服务，并享受和住院同样的医
保报销待遇，切实解决群众就医难
题，减轻患者家庭经济和人力负担。

得知广平分院有了家庭病床服
务后，蒋大爷的家人立刻与家庭医生
联系，提出建床申请。经过病情评估，
医护人员很快就为他建立家庭病床，
这也是广平分院的第一例家庭病床
患者。在享受家庭病床服务的6个多
月中，家庭病床服务团队每周至少上
门查房一次，了解他的饮食起居、用
药情况，并结合其身体状况提供所需
的专业医疗服务。

一张小小的家庭病床，是便民
就医暖万家的生动写照。解决了行
动不便、长期卧床、年老体弱患者就
医难题，让老百姓在家就能享受医
疗服务，有利于家属的陪伴照护及
患者休息康复，还节省了住院费用、
家庭护工费用，缓解了住院难。

“提供家庭病床服务，让群众在

家也有‘医’靠，这是加快建设分级
诊疗体系、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的积极探索。”大田县总医院健康管
理部工作人员陈之垅介绍，下一步
将扩大服务推行范围，让更多老百
姓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分院提硬件
就医更便利

8 月 15 日，走进改造提升后的
大田县总医院均溪分院，宽敞明亮
的大厅，便捷高效的流程，干净整洁
的医生诊室，让居民就诊更加便捷
舒适。

“以前因为场地受限，大家来看
病都挤在一个小隔间里排队，既影
响医生看诊，也影响别人治疗。”前
来看病的张阿姨说，现在各个治疗
室分开了，就医流程和时间缩短了
很多，报销比例也比在总院区住院
提高了5%—10%。

2023 年 9 月，为进一步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大田县总医院与
均溪分院尝试建立医疗服务新模
式，在均溪分院二楼住院部共同建

设“联合康复病房”。但由于房屋线
路老化、布局不合理等问题，场所的
改造提升成了首要任务。

“今年6月，所有改造工作完工，
实现了门诊住院分开办理，优化服务
流程，全面改善居民的就医环境。”均
溪分院执行院长施发权介绍，改造
后，病床数扩张至55张，新增中心供
氧、负压吸引、呼叫智能等系统，整体
硬件设施设备更加完善，进一步提升
承接基层康复病人的能力。

近年来，大田县持续深化综合
医改，以建设“千县工程”核心目标
为契机，积极对基层分院补短板、强
弱项，近3年累计投入1500多万元，
完成广平、石牌、建设等分院院容院
貌整治提升，并配备方舱 CT、多普
勒彩超等中高端仪器设备，打造县
域医疗资源共享6大中心，构建“基
层检查、医院诊断”的服务格局，不
断改善医疗服务环境，提高基层医
疗服务能力。

同时，县内持续开展“优质服务
基层行”活动，完成18个基层分院标
准中医馆建设、62家村卫生所创建
标准中医阁等工作，并建立“中心卫

生所”巡诊机制，对常住人口少，有村
卫生所没有乡医服务村实行定期巡
诊，实现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全
覆盖，切实做好基层分级诊疗，把多
数常见病、多发病患者留在基层。

县医往下沉
百姓少奔波

2021 年，借助“三明医改”的东
风，大田县总医院与福建医科大学
附属协和医院等建立医联体，建立

“田医回田，名医入田”工作机制，对
接在榕大田籍专家在周末回乡坐
诊，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专家级医
疗服务。

自“田医回田，名医入田”工作开
展以来，已吸引名医回田38人，累计
就诊 11600 余人次；建立起田医回
田、肾内科、呼吸与危重症科等名医
工作室9个；累计开展各类疑难手术
870台、疑难病例讨论200余例，增加
县域内可治疗病种100余种。

“原本以为要跑一趟县城，没想
到今天苏医生就在分院帮我做了针
灸和拔罐，太方便了！”大田县广平

镇村民池阿姨说，经过治疗，她的面
瘫症状缓解了不少。

池阿姨说的苏医生，是大田县
总医院针灸康复科的广平籍主治医
师苏水平。去年起，苏水平和同事定
期回到广平分院坐诊，为村民提供
问诊、治疗、用药指导等医疗服务，
并指导跟班医师学习操作技巧。

为进一步改善农村地区医疗资
源薄弱的问题，大田县推动“田医回
田，名医入田”工作持续深化、惠及
全县各村镇，探索基层卫生健康人
才队伍建设新机制，启动“县医回
乡”工程，选定189名医疗人才组建

“回乡医疗队”，在圩日回到原籍、偏
远或就医需求大的乡镇坐诊。

同时，结合“千名医师下基层”计
划，采取“县名医师带徒”“巡诊医疗
队”等形式，重点加强中医药、骨科、消
化内科等专科建设，提升乡镇分院医
疗服务能力，实现让“小病不出乡”。

目前，大田县总医院已开展“县
医回乡”323次、巡诊6次，下派医务
人员503人次，诊治2745人次，举办
讲座94次，推动乡级医疗服务水平
持续提升。

◀太华分院医务人员到患者家中提
供家庭病床服务。（大田县总医院供图）

▲专家组队到广平镇义诊。
（大田县总医院供图）

◀改造后的大田县总医院均溪分
院，明亮宽敞，患者正在取药。

（大田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揭福球和基地管理
人员查看灵芝长势

◀工作人员为客户办理“林通贷”

▲在里心林业站，工作
人员向林农宣传政策法规。

▲闽江源国家湿地公园

普惠金融
浇灌绿水青山

“多亏了‘林通贷’，大大缓解了
我的资金压力，有了这笔75万元的
贷款，我可以继续进行造林、育林、
抚育，真是及时雨。”8月19日，建宁
县村民张某超（化名）感激地说。

张某超在建宁县经营一家林业
公司，但是造林、护林、抚育等都需
要大量的前期资金投入，这让他一
筹莫展。今年5月，建宁农村信用联
社营业部客户经理苏剑敏了解情况
后，主动上门服务，协助其在“金服
云”平台上完成融资对接，为其发放

“福林贷·林通贷”贴息贷款 75 万
元，帮助解决资金短缺困难。

“林通贷”系列产品是建宁县推
动林业金融产品创新的生动实践。
为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创新绿
色金融风险防范机制，防范化解林
业金融风险，2021年，县林业局与县
农村信用联社创新开发“林通贷”系
列贷款项目，为符合申请条件的林
农、林业经营主体提供贴息贷款，有
效解决林农和林业经营主体的资金
需求问题。

“我们在全县每个网点都设有
专门的‘林通贷’服务中心，方便林
农办理贷款业务。”建宁县农信联社
业务部经理王元龙说。

据了解，“林通贷”系列贷款项
目将林票（碳票）、福林贷、林权抵

押、生态公益林及天然商品林补偿
收益权分别纳入“林通贷”ABC三款
金融产品服务对象范畴，在提升贷
款额度的同时，还给予了更加优惠
的贷款利率，简化办理流程。

为强化“林通贷”风险防范，
2022年，县林业局与县农信联社联
合印发《建宁县“林通贷”风险防范

“双控双保”闭合机制》，建立“人、
林、钱”联动联控制度。在此基础上，
县林业局联合法院、司法局、农信联
社等部门，创新推出林业普惠金融
司法服务“四个一体化”工作机制，
通过打造便捷高效林业金融司法服
务机制，着力解决林权抵押“评估
难、担保难、管理难、处置难、流转
难”五难问题，有效防范化解林业金
融风险。

“有了‘四个一体化’和‘双控双
保’这两个机制，能最大限度实现

‘简案快审’，降低林业金融贷款不
良率，保障我们金融机构的合法利
益。”王元龙感慨道。

“林通贷”系列贷款项目的推
出，为广大林企和林农提供更简捷、
便利的绿色金融产品，为进一步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截至目前，
建宁县累计发放“福林贷·林通贷”
1.31亿元。

“共享联办”
服务林农“零”距离

8 月 15 日，走进建宁县里心林

业站，林农李大叔正忙着向工作人
员咨询办理林木采伐相关证件需要
的材料。

“以前办理林木采伐证需要在
县城、乡镇来回跑，现在县里实行

‘共享联办’机制，办理30立方米
以下采伐证只要在林业站提交材
料，一周就能办理下来，方便多
了。”李大叔笑着说。

“共享联办”林改综合服务机
制是建宁县林改的创新举措。为进
一步创新林业服务机制，加快推进
林业信息化建设，县林业部门充分
发挥基层林业站的作用，成立智慧
林业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推行一
站式服务模式，实现林业服务关口
前移，有效打通服务林农“最后一
公里”。

2023年，里心林业站获评全国
“一站一员一窗口”“国家级家乡林
业站”，均口林业站获评全国“一
站一员一窗口”“国家级贴心服务
窗口”。

“现在林农通过县深化林改综
合服务中心信息平台，可以及时了
解相关政策法律法规、林权流转、
林产品供需、林业技术等信息，掌
握全流程交易动态，帮助他们解决
急难愁盼问题。”里心林业站站长
刘世海说。

此外，林业科技人员通过进村
入户，主动深入一线山场了解林农
实际需求，广泛收集林业生产经营
者遇到的技术难题，通过指定专人

统一收集、汇总、梳理，形成具有
个性化的科技需求清单，开展林农

“点单”、专家“送餐”等科技服务
活动，切实帮助林农解决生产实际
问题。

“针对林农反映的各类技术问
题，我们林业站工作人员带着专家
进行现场指导，面对面帮群众排忧
解难。”刘世海说。

自“共享联办”林改综合服务机
制实施以来，已累计帮助林农、林企
解决林事纠纷60余起，办理林木采
伐许可证1611份，引导林权流转规
范交易1.8万亩。

林下经济
打造绿色“聚宝盆”

8 月 16 日，走进建宁县均口镇
官常村灵芝种植示范基地，放眼望
去，一朵朵褐色灵芝布满林间，肥厚
饱满，长势良好。均口镇林业站工作
人员和官常村党支部书记揭福球正
忙着察看灵芝生长情况。

“今年灵芝种植面积约500亩，
9月份就能进行采收了，种一次可以
连续采收3年到5年，其中第2年和
第3年是灵芝采收的一个高峰期。”
揭福球笑着说。

据揭福球介绍，官常村地处
高山，林地土壤肥沃，早晚温差
大，空气质量好，很适宜仿野生
灵芝的生长。今年，在林业部门
的资金补助和技术指导下，村里

流转了这片林地种植灵芝，不仅
提高了林地综合利用率，还带动
了周边村民就业。

“接下来，我们会往灵芝深加工
方面去发展，研发灵芝片、灵芝茶以
及灵芝孢子粉等产品，促进村民村
财双增收。”揭福球说。

“除了灵芝以外，目前建宁县
林下经济作物还有铁皮石斛、多花
黄精、七叶一枝花等中药材，林下
种植面积覆盖了全县 9 个乡镇。”
建宁县林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郑振
岳说。

这只是建宁县深化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发展各类林下经济经营主
体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为解决生态
保护与产业发展间的矛盾，建宁县
立足实际，探索“红+绿”发展模式，
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做到绿色产
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帮助
林农实现“不砍树，也致富”，变“青
山”为“金山”的目标。

通过“公司+基地+农户”“村集
体+基地+农户”经营模式，引导林
农积极发展林下经济。同时，培育一
批林下经济乡土人才，打造均口镇、
黄坊乡等 6 个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助力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建宁县参与发展林
下经济的林业专业合作社、家庭林
场、股份林场等新型经营主体 42
个，林下种植中药材3.18万亩，参与
发展林下经济林农5600多户，户均
增收约1.2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