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2025年5月16日 星期五

编辑/梁 谊 排版/石秋园 校对/周 著

柳城县精准落实门诊慢性病医保政策

聚焦群众需求 惠民举措见效
展现农耕智慧 领略文化魅力

日报消息（通讯员龙建芬、韦艳
萍） 随着上级门诊慢性病保障政策落
地实施，柳城县通过扩大病种覆盖、
优化药品目录、便捷异地就医等举
措，让慢性病患者切实感受到医保改
革的温度。县医保局严格对照上级文
件要求推进政策落地，截至目前，各
项惠民措施已惠及数万参保群众，门
诊慢性病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

政策“扩面”：
38种慢性病纳入保障，

9类患者告别全额自费

根据上级医保部门统一部署，柳
城县门诊特殊慢性病病种从原先的 29
种扩展至 38 种，耐药性结核病、肺
动脉高压、阿尔茨海默病、抑郁症等
9类此前需全额自费的慢性病正式纳
入医保报销范围。同时，72种特殊医
保药品被纳入门诊单列统筹支付目
录，覆盖更多临床常用药。

“ 现 在 每 个 月 买 药 能 省 几 百
元！”退休职工王阿姨 （化姓） 因患

阿尔茨海默病需长期服用进口药物，
政策调整后，其门诊用药费用报销比
例达 80%。县医保局负责人表示：

“我们严格按照上级文件要求落实病
种扩展，确保符合条件的患者‘应保
尽保’，仅新增的 9 类病种就可惠及
全县200多名患者。”

用药“提质”：
“两病”目录动态更新，

16万人次享实惠

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发慢性
病，柳城县同步落实上级“两病”用
药目录动态调整政策，将新型长效降
压药、降糖药纳入保障范围。以新型
降糖药“盐酸二甲双胍”为例，纳入
集 采 后 价 格 较 原 来 市 场 价 降 低
99.96%，且报销后患者自付比例仅
20%。东泉镇居民医保参保人李女士
因患高血压在乡镇卫生院治疗，总费
用 100元/月，按 80%比例报销后，个
人自付仅需20元。

数据显示，2024年柳城县门诊慢

性病结算量达 16.46万人次，较 2023
年增长 13.49%；报销金额同比增长
76.31%，反映出患者用药可及性显著
提升。“以前总担心药费贵，现在目
录里的药既便宜又有效，医保政策真
是越来越好！”糖尿病患者张先生感
慨道。

服务“增效”：
异地就医“一站式”

结算，跨省看病少跑腿

为解决异地就医难题，柳城县全
面落地上级门诊慢特病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政策。参保人完成跨省异地备案
后，可在备案地任选 3家定点医疗机
构就医，门诊费用实现“一站式”结
算，无需垫付资金或往返报销。

柳城籍居民王大爷现长期居住于
上海，他对于医保政策的便利深有体
会 ：“ 通 过 ‘ 国 家 医 保 服 务 平 台 ’
App在线备案，在上海就医可直接刷
医保卡结算，节省了办理报销两地奔
走的车费开支，真是方便。”

部门回应：
聚焦精准落实，让政策

红利直达群众

针对群众关心的政策执行问题，
柳城县医保局特别说明：“门诊慢性
病病种扩展、药品目录调整等均严格
依照自治区、市医保部门统一部署实
施。我县重点做好政策宣传、经办服
务优化和基层医疗机构对接工作，确
保上级惠民政策‘不打折扣’落地。”
该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依托“互
联网+医保”平台，推出慢性病线上
续方、医保电子凭证全场景应用等服
务，进一步提升患者就医体验。

从 “ 病 有 所 医 ” 到 “ 医 有 良
保”，门诊慢性病政策的优化是医保
改革惠及民生的生动注脚。随着上级
政策在全县的精准落地，越来越多慢
性病患者正从“因病致贫”的担忧中
解脱出来。期待医保部门持续聚焦群
众需求，让每一项民生政策都成为守
护群众健康的坚实屏障。

在柳城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 （ICU），心跳监测仪发出的滴
答声日夜不停，这里是与死神较
量的“战场”。该科护士谭友路
用 10 年坚守诠释医者仁心，践
行“绝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的
誓言。

2012年，谭友路从桂林医学
院护理专业毕业后，进入柳城县
人民医院工作。2015年医院组建
ICU，他成为首批骨干，一扎根
就是 10 年。如今，他承担着病
情观察、呼吸机护理等关键任
务，为危重患者的生命体征保驾
护航。每月还需轮值 6个大夜班

（00：00-08：00） 和 6个小夜班
（16：00-24：00），高强度、高
压力、高专注度的工作节奏是谭
友路的日常。面对挑战，他坦
言：“刚开始不适应，但持续学
习让我更从容。”

尽管工作繁杂琐碎，但他始
终保持着对专业知识的追求。每
个月，医院均组织相关仪器设备

的操作培训和应急流程演练，而
他也充分利用休息时间查阅文
献、参加线上线下学习讲座，不
断提升理论水平和实操能力。他
说：“每一次抢救都是一次实战
检验，我们必须不断更新知识，
才能更好地守护患者健康。”

2024年，一名因心肌炎导致
心 脏 骤 停 的 患 者 被 紧 急 送 入
ICU。面对突发状况，谭友路与
同事们迅速投入抢救，轮流进行
心肺复苏近 1小时，最终成功恢
复患者心跳。

长期高强度工作让谭友路患
上腰肌劳损，可他从未想过退
缩。多年来，他以实际行动赢得
了同事的尊重与患者的信任，曾
荣获院级“优秀护士”称号。

在谭友路看来，ICU是病人
生命的最后防线，而护士，则是
这道防线最坚实的守护者。正是
这份信念，支撑着谭友路在这条
充满挑战的路上继续前行。

本报通讯员 张琳 覃韵

白衣执甲，心怀暖阳。在柳城县人
民医院儿科病区，总能看到一个步履匆
匆的白色身影——儿科护士长韦洁梅。
从青涩的卫校毕业生到独当一面的护理
管理者，21 年来，她将最美好的年华
倾注于儿科护理事业，用专业与温情守
护万千患儿健康。

“儿科护士既要当‘超人’又要做
‘暖阳’。”每天清晨，在护士交接班
前，韦洁梅就已到达医院，询问夜班工
作情况、深入病房查岗、抽检护士配药
流程。一旦发现问题，她会耐心地进行
提醒，督促护士及时改正。这份严谨细
致的工作态度，为儿科护理工作筑牢了
安全防线。

2011 年，韦洁梅晋升副护士长，
2023 年担任护士长，角色的转变让她
肩负更重的责任。

“以前跟着前辈们学习，思想上
有依赖性，现在作为护士长带领着 20
人的护士团队，责任大了，必须快速
成长。”管理工作对韦洁梅来说是新
的挑战，但她并未退缩，而是通过研
读管理书籍、积累疑难病例护理经

验，完成从技术能手到管理骨干的蜕
变。

在工作中，韦洁梅十分重视“传帮
带”，亲自指导年轻护士，同时她始终
保持学习热情，一掌握疑难病例的解决
方法就向团队普及。面对儿科患者的特
殊性，她格外关注护士心理状况，时常
给予支持和鼓励。在日常诊疗中，她带
领团队向家长做好病情和护理要点提
醒。

2024年 6月，重症新生儿急救中心
收治的早产儿重度窒息患者，经紧急救
治转危为安。病情好转后，家属主动转
回儿科继续治疗并送来锦旗，这是对儿
科医护工作的高度认可。众多患者因就
医体验良好，对医院赞誉有加，听到患
儿康复后笑着说“拜拜”，更让韦洁梅
倍感欣慰。

凭借出色表现，韦洁梅先后荣获院
级、县级、市级“优秀护士”称号。她
表示将带领团队以更高标准服务患儿，
助力每一名护士找到职业成就感，为儿
科护理事业持续奋斗。

本报通讯员 覃韵 张琳

重症医学科护士谭友路

生命防线的坚守者
儿科护士长韦洁梅

用专业与温情守护患儿健康

日报消息 （通讯员张琳、
梁琪报道摄影） 5 月 10 日 ，
2025 年柳城县古砦仫佬族乡

“稻美古砦·甜野乡村”生态
文化旅游节启动仪式暨仫佬砦
村宴文化活动在古砦蓬坡枫树
林景区举行，此次活动不仅让
参与者共享美食、共话乡情，
还亲身体验了古砦乡村振兴带
来的丰硕成果，领略仫佬族独
特的民俗文化魅力。

活动现场，来自不同单位
和组织的队伍带来了精彩表
演，《匠心耕韵・农具风华》

《紫荆花蜡染服饰秀》 等节目
令人眼前一亮。犁、耙、风车

等传统农耕工具，搭配现代创
意编排，带领观众穿越时空，
见证古老农耕文明的传承。表
演者身着特色服饰，手持农
具，步伐轻盈，生动再现农具
使用场景 （见下图），展现辛
勤劳作的农耕生活画面。

作为全国唯一的仫佬族
乡，古砦拥有深厚的仫佬文化
底蕴。活动以“传承农耕智
慧，展现工具魅力”为主题，
巧妙地将仫佬族民俗与稻作农
耕元素融合在一起，通过一场
别开生面的 T台秀展示传统与
现代交织的乡村美学。

日报消息 （通讯员龙头
宣） 眼下正值枇杷成熟季，柳
城县龙头镇瓦窑村 300亩枇杷
园迎来丰收。果农们穿梭于林
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
果园里一派繁忙景象。

作为龙头镇精品枇杷种
植 核 心 区 ， 瓦 窑 村 依 托 气
候、土壤优势，在政府引导
下深耕枇杷产业。今年的枇
杷果实饱满、色泽金黄、肉
质肥厚、汁多味甜，深受市
场青睐。全村种植面积 300

亩，亩产约 1200 斤，预计总
产值超 270万元。

据了解，为保障枇杷品
质，果农采用套袋管护技术，
有效预防裂果、花皮和鸟害，
提升果实品相与口感。每到采
摘季，各地客商争相到地头收
购。

近年来，龙头镇引导村民
规模化种植精品枇杷，该产业
已成为富民强村的支柱，为乡
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日报消息 （通讯员韦晓
平、龙玉文） 近日，柳城县社
冲乡冲江村上木康屯葡萄园
里，种植能手吴德刚加强田间
护理工作，在烈日下专注地为
葡萄枝条扭枝。

吴德刚介绍，他种植葡萄
已有 28年。今年他种的 15亩
巨峰葡萄，眼下正是田间护理
关键期，需根据枝条粗细判断
是否进行扭枝，以提升果实品
质。粗壮的枝条生长旺盛，对
营养的需求量大，若任其自由
生长，会大量抢夺正在开花的
葡萄枝的养分。而通过扭枝可
调整葡萄植株营养输送方向，

让养分精准地流向葡萄花和果
实，确保开花枝条生长旺盛，
所结果实饱满硕大。

在吴德刚的精心照料下，
目前园内葡萄已大量挂果，预
计亩产约 3000 斤。他说，受
前期干旱影响，今年葡萄生长
面临一定挑战，但他相信凭借
多年的种植经验和独特的管理
技术，两个月后成熟上市的巨
峰葡萄能获得好收成。

柳城县社冲乡是著名的葡
萄种植之乡，今年全乡种植面
积约1600亩，葡萄产业不仅吸
引客商，还带动乡村旅游，成
为该乡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

日报消息 （通讯员骆毅、
韦成成报道摄影） 5月 12日，
柳城县举办“应急宣传科普进
校园”活动，进一步增强学校
师生的防灾减灾意识 （见下
图）。

活动当天，柳城县文昌中
学七年级的 800多名师生参与
地震避险和消防逃生演练，并
共同观看科普专题视频。县消
防救援大队专业人员还详细讲
解和演示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

法。
此外，柳城县文昌小学教

育集团总部全校师生也通过地
震避险和紧急疏散演练、观看
宣传视频等形式学习应急安全
知识。

本次活动旨在提升师生应
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检验
学校应急预案科学性和实操
性，完善联防联控机制，为构
建平安、和谐、稳定的校园环
境打下坚实基础。

端午将至，粽香四溢。在柳城县大埔镇靖
西村一处院落里，每天都上演着热闹非凡的彩
色糯米粽制作场景，传统美食正以独特魅力吸
引着八方食客。

“我们制作的彩色糯米粽，沿用的是老祖
宗传下来的法子。”村民梁丝珍手法娴熟，一边
麻利地包着粽子一边介绍，“现在大家生活好
了，不只端午节要吃粽子，平常也喜欢吃粽
子，还对传统美食口味提出了更高要求。”

院子里，梁丝珍与两三个阿姐围坐在一
起，熟练地将粽叶灵巧地卷成漏斗状，舀一勺
彩色糯米放入其中，轻轻压实，再添上腌制好
的五花肉、豆子等配料，随后将粽叶包裹严
实，用禾秆草迅速缠绕、打结，动作连贯一气
呵成。不一会儿，形态饱满的粽子便摆满了桌
面。

梁丝珍说，进入5月以来，她持续接到彩色
糯米粽订单，每天根据订单数量制作 200～500
个粽子，实在忙不过来就请了两三名阿姐做帮
手。一些县城居民慕名而来，走进院子亲自体
验包粽子的乐趣。截至目前，已累计售出 4000
多个彩色糯米粽，主要销往柳州市区、南宁、
上海、黑龙江等地。

这些备受青睐的彩色糯米粽，是采用各种
天然植物萃取染料浸泡糯米着色后制作而成。
从上山采摘萃取染料的植物，到浸泡糯米、蒸
煮粽子，再到最后的包装，每一个环节都凝聚
着民间传统美食制作者的心血和汗水。这些带
着浓郁乡土气息的粽子，通过快递包裹到达全
国各地，让更多人感受到柳城县传统民俗文化
的深厚底蕴。

“没想到我们的彩色糯米粽这么受欢迎！”
看着一个个五颜六色的糯米粽，梁丝珍笑得合
不拢嘴，“土生土长的老手艺火了！我们有信心
打响‘彩色糯米粽’品牌，让更多人品尝柳城

‘制造’的好味道！”
本报通讯员 吴再丽 黄伟坚 报道摄影

精品枇杷丰收 客商争相收购

加强田间护理 提升葡萄品质

参加应急演练 提高处置能力

彩色糯米粽：老手艺“制造”好味道

用心传承老手艺用心传承老手艺。。

香气四溢的彩色糯米粽香气四溢的彩色糯米粽。。精选食材作为原料精选食材作为原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