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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探索创新“党建
引领近邻服务模式”，开展
助幼、助教、助医、助老、助
困“五助”服务，形成“深田
经验”、“党建+”社区邻里
中心、“党建引领夯基惠
民”等创新做法。引导社
会组织助力高校毕业生就
业，推动会员单位发布招
聘岗位 15.6万个。持续开
展“情暖万家”等行动，各
级社会组织共策划实施项
目 2700 余个，帮扶困难群

众 128 万人（次）。推进
225 个省、市、县级社会工
作示范站点建设，全省投
入购买服务资金达 2.2 亿
元。深化“阳光 1+1”牵手
行动，累计利用资金 11.6
亿元，生成项目 5127 个，
惠及老区苏区群众 325万
人（次）。

今年元旦起，我省正
式施行《福建省养老服务
条例》。截至2022年底，我
省养老机构和设施总数达

到 1.83 万个，每千名老年
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 38.9
张。新建农村区域性养老
服务中心 86个、示范性长
者食堂（助餐点）488个，新
增养老床位 1.6万张，每个
县（市、区）均建成1所以上
失能特困人员养护院，实
施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
改造 1.2万户。同时，完成
公民婚育“一件事”集成套
餐服务改革，结婚登记“全
省通办”3357对。

今年 47 岁的老黄（化
名）是一名心衰患者。

“第一次毫无征兆地发病
是在 10年前。”老黄说，发
病后，他吃了不少药，但病
情持续恶化，年初时，他的
心衰已到末期，经常胸闷、
憋气，夜间呼吸困难、无法
平卧。3月中旬，在姐姐的

陪同下，老黄找到福建协
和医院心外科。

“心力衰竭是心脏病发
展的终末阶段，5年生存率
仅50%，心衰的唯一出路是
换心。”陈良万教授说，结合
患者情况，他们建议其换一
颗较强劲的人工心脏。

据介绍，人工心脏的

主要作用有三种：一是作
为等待心脏移植的过渡，
为患者争取更多时间；二
是为急性心衰患者提供短
期替代支持，待心脏休息
好，功能恢复后撤除；三是
为终末期心衰患者提供长
期替代，支持患者携带人
工心脏长期生存。

全省低保、特困保障覆盖63.9万人
我省基本民生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在养老、就医、救助等民生聚焦领域持续优化

我省完成首例
微创人工心脏植入

近日，在福医协和心外科，手术打破常规，不切胸骨，
在省内尚属首例

N海都记者 罗丹凌 实习生 周婉怡

3月31日，记者从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稳经济 促发展”系列主题
新闻发布会增进民生福祉专场第二场获悉，全省民政系统基本民生保障
水平持续提升，制定出台4个方面12条措施，全省低保、特困供养保障覆
盖63.9万人，及时足额发放保障资金46.8亿元，救助因疫因灾受困群众
22.3万人（次），发放临时救助资金3.8亿元；开展“福蕾行动”关爱儿童活
动3680场，受益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共18.1万人（次）。

在看病就医方面，我
省持续推进区域医疗中心
创建，助力大病重病不出
省。县域“六大中心”基层
辐射率达到90%以上，服务
人次较上年同期增长约
2.75倍；创新开展“移动医
院”巡诊、“千名医师万人
次下基层”等项目，2022年
服务基层群众 21.7 万人
次。深化“三医联动”改
革，完善药品耗材采购机
制，已覆盖396个药品和19
类医用耗材，平均降价幅
度50%左右，多措并举减轻
群众就医费用负担。

为了让百姓用上质优
价廉的药品，福建省医保

部门常态化推进药品耗材
集采，挤压 虚 高 价 格 水
分。截至目前，累计落地
国家、省际、省级药品耗
材集中带量采购药品 13
批次、医用耗材 9批次，共
涉及 396 个药品和 19 类
医用耗材，累计节约医药
费用达79亿元，纳入“双通
道”管理的药品品种由
2021年的32个扩大至今年
346个。

我省还配套完善医保
支付政策，实行部分医保药
品单列门诊统筹支付、降低
药品耗材个人先行自付比
例、提高耗材医保最高支
付限额，如将心脏介入等

12项高值医用耗材的医保
最高支付限额从原来的 2
万元左右提高至 3 万~10
万元，心脏除颤器提高至6
万~8万元，主动脉介入心
脏瓣膜提高至10万元。

在筑牢气象防灾减灾
第一道防线方面，建成全
国首部 S波段双偏振相控
阵天气雷达，构建了以9部
新一代天气雷达为基础的
天气雷达监测网和20部风
廓线雷达、11 部 X 波段雷
达，7个海洋浮标和2100多
个自动气象站组成的精密
观测格局，垂直廓线监测
密度全国第 2，实现对灾害
性天气的分钟级监测。

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38.9张

不少药品，医保最高支付限额显著提高

近日，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心脏外科团队，巧用
微创手术方式，为终末期心衰患者成功实施人工心脏植入
术。据悉，手术打破常规，不切胸骨，在省内尚属首例。

“传统的人工心脏植入
手术，需要切开胸骨进行。
这场手术，我们用微创的方
式来进行。”副主任医师李
虔桢表示，这在省内还没有
先例。采用微创主要有两
个方面原因，一方面考虑到
患者因长期心脏功能不全
导致的虚弱，另一方面则因
为新一代全磁悬浮左心室
辅助装置体积小、重量轻，
适合使用微创技术植入。

据介绍，为老黄植入的
这枚Corheart6“中国心”的
泵体直径 34毫米、厚度 26
毫米，重量仅 90克。手术
中，陈良万教授团队充分利
用左胸 2根肋骨之间的空

隙，在心脏跳动状态下将左
心室辅助装置固定在左心
室的心尖部，再通过右侧胸
部的小切口，将心室辅助装
置的人工血管吻合在主动
脉，并在右下腹处设置电线
接口，方便人工心脏与体外
的移动电源连接。

在手术团队的密切配
合下，手术获得圆满成
功。术后第一天，老黄就
顺利拔管。如今，老黄已
由重症监护室转至普通病
房，开始进行术后的常规
治疗和锻炼。

借助微创方式，植入
人工心脏重获新生的不止
老黄一人。2023年 3月期

间，协和心外团队已成功
开展2例此类手术，患者皆
恢复良好。

记者从福医协和了解
到，该院实施人工心脏植
入手术进入常态化。目
前，心外团队至今共完成
55例“人工心脏”手术，在
全国人工心脏植入手术总
数中排名前三位。

据介绍，福建协和心
脏外科基于心脏移植的临
床研究，始于1995年，创造
了15个全国“第一”与数不
清的“奇迹”，如 1995年第
一例心脏移植病人存活16
年后，成功实施二次心脏
移植并存活至今。

微创植入的“中国心”仅重90克

心脏移植成为唯一的治疗选择

N海都记者 吴臻
实习生 李丹 陈依琳

郑晓玲主任正在为市民种牙

来电送4kg大米1份！

N 肖北/图 葛格/文
民以食为天，食以齿为先。民生议题，

牙齿是一大焦点。近日，伴随在福州的《全
民口腔健康计划》逐渐落地，福州率先迎来
一波看牙利好，缺牙人群作为重要援助对
象，更是得到了全方位补助。有业内人士
表示，在解决“看牙难、种牙贵”问题上，《全
民口腔健康计划》作出了4项重要举措，市
民拨打惠民专线 400-0591-560，即可
预约4项惠民服务。为便于读者了解，今
天笔者将为大家进一步解读惠民政策。 (鼓)医广(2022)第10-18-65号广告

同福医

★省市医保定点单位★

1.价值230元超声波洁牙卡
2.指定种植牙2800元
3.松牙拔除9.9元（首颗）

微信申领通道

初次到院可报销打
车费（封顶 30元），挂号、拍
片、检查费用全免，还可
领取以下优惠！

更多惠民政策详询：
400-0591-560

全民口腔健康计划启动
福州市民可享以下特权

为进一步减轻市民负担，针对缺失多颗牙
的中老年市民，《全民口腔健康计划》启动特
殊补助计划，只要缺牙 5颗及以上，可额外领
取 500元种牙金。同时，为尽快恢复市民口腔

功能，同福医创始人郑主任将一对一亲诊，为
这一群体制定马上有牙方案。据悉，郑主任种
一颗牙平均 5分钟，35分钟便可为患者恢复半
口好牙。

2023年《全民口腔健康计划》解读：
四大举措普惠市民 种植牙走进寻常百姓家

一、牙齿免费“体检” 市民看牙0负担
了解自身牙齿状态是恢复咀嚼力的第一

步。福州居民报名，即可享受牙齿检查7项费用
全免，包含：挂号、口腔深度检查、曲面断层全景
片、CBCT、专家会诊、资料建档、治疗方案设计。

二、牙根活性免费评估 松动牙别急着拔
针对中老年群体普遍存在松动牙、烂牙

根的情况，口腔惠民工程特拨一批款项用于
牙根活性免费评估，能保的松动牙尽量保住，
不能保的，可预约 9.9 元拔牙服务，有种牙需

求的，还可领取指定进口种植牙 2800 元优
惠，马上拔牙、马上种牙。名额有限，有需要
的市民需拨打 400-0591-560 惠民专线报名
预约。

三、名医直播技术有保障 种牙补贴利好市民
《全民口腔健康计划》由福州 31年老品牌

同福医口腔连锁提供技术支持，并同步举办惠
民种牙手术直播。据了解，该机构为福州 31
年老牌口腔机构，旗下有 8家门诊，其创始人
郑晓玲主任是省内较早一批出国进修种植牙

的牙医之一。为了让市民直观了解种植牙，同
福医 8店联合开启天天手术直播，每台手术都
可直播观看。市民可拨打活动热线 400-
0591-560 报名观看，还可领取惠民种植牙
2800元优惠。

四、30分钟种好半口牙 缺牙多可领特殊补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