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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你安心就医 晚间延时门诊今起开诊
淄博市中心医院同时推出老专家门诊满足患者就医需求

淄博9月5日讯 群众看病
就医，不再被就诊时间困扰，下
班后依旧可以在晚间延时门诊
享受便捷顺畅的就医服务，这一
惠民措施将于9月6日在淄博市
中心医院落地实施。

继医院老院区腾挪575个职
工停车位缓解患者停车难题后，
淄博市中心医院再次将焦点瞄
准人民群众看病就医中的“急难
愁盼”问题，积极主动作为，于9
月6日正式推出晚间延时门诊
（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下午5
点半至6点半）及老专家门诊，满
足患者多样就医需求，以“有解
思维”切实为市民办实事、办好
事。群众可通过线上及医院自

助挂号机提前预约挂号。
“我今天是专门请假过来就

诊的，医生说让我吃两周药后再
来复诊。有了晚间延时门诊，我
就不用耽误上班时间，下班后再
来就医，方便多了。”9月2日下
午，在淄博市中心医院东院消化
内科门口，刚刚看完病的市民张
先生对记者说。

最近几天，张先生经常有腹
痛、腹泻的情况。为了尽快缓解
病痛，他只能选择在上班时间请
假到院就医。像张先生这样的
情况不在少数，上班族、上学族
很难在白天挤时间前来就诊，同
时一些老年患者家属也有请假
陪同老人看病的困扰。

针对患者看病就医过程中
的这一痛点，淄博市中心医院用
心贴心解决群众难处，建起一支
晚间延时门诊团队，覆盖了患者
需求比较多的心血管内科、神经
内科、消化内科（以上科室周一、
周三、周五出诊）、皮肤科、呼吸
内科、骨科（以上科室周二、周四
出诊）6个专业，专设医院西院儿
童医学中心门诊区域作为晚间
延时门诊。

晚间延时门诊是医院在正
常工作时间外延长诊疗时间，以
便于非“急危重症”患者在下班
后来院就诊，既不耽误工作，也
不影响就诊。作为医院正常门
诊的补充，在为患者提供错时服

务的同时，缓解急诊压力。那
么，“晚间延时门诊”会不会减少

“配置”？记者从淄博市中心医
院了解到，“晚间延时门诊”医生
均为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可提
供彩超、CT等预约检查，同时挂
号享受“三日内复诊免费”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晚间延时门
诊全部实行预约，可以提前1周
进行预约，当天下午3点停止预
约，每医师限号15人，只能按照
顺序时间段约号，预约就诊时间
最晚为下午6点半。

此外，为服务多方诊治又疗
效不佳、病情反复或疑难复杂的
患者群体，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
就诊和保健需求，医院在西院门

诊楼三楼A2区开设老专家门
诊，由医院各专业知名专家提供
特需诊疗服务，包含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
心血管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
泌尿内科、泌尿外科、肿瘤科、全
科医学科、关节骨病外科、创伤
骨科、脊柱外科、胃肠外科、乳腺
甲状腺外科、血管外科、心胸外
科、儿科、中医科等19个专业27
名正高三级专家和正高四级科
主任坐诊，每位老专家出诊
半天。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翟咏雪 通讯员 刘滟

■ 相关评论

“五好城市”需要更多“延时服务”
对于上班族或上学族来说，

不管是自己看病，还是陪家人看
病，都面临时间安排问题。淄博
市中心医院推出的晚间延时服
务，对患者来说，化解了看病与工
作时间的矛盾。对医院而言，缓
解了急诊压力，实为双赢之举。

虽是双赢，但实施起来，往
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像教育
部门近期为小学生推出的课后
延时服务，提供服务的人手是否
充足，相关配套措施如何跟进，
服务质量如何保证，服务人员的

权益如何维护……涉及诸多方
面问题。

继腾挪575个职工停车位，
缓解患者“停车难”问题后，淄博
市中心医院又推出的延时服务，
在聚力打造“五好城市”的当前，
非常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其一，着眼于市民的“急难
愁盼”问题，不断推出服务新举
措，把被动行为变成主动作为。

作为公立大医院，病患众多
是常态。按市场规律来说，缺乏
提升改进的内在动力。在某些

行业，其实非常希望看到自己门
前排起长队，甚至利用“饥渴营
销”，故意制造人多的假象。公
立医院的公益属性，决定了要从
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感受出发，而
不仅仅从市场角度考虑，即使医
院和医务人员要付出更多，能做
的，就要努力去做。这不仅需要
有人才和实力作为支撑，更源于
对 公 立 医 院 公 益 属 性 的 正 确
定位。

其二，延时服务，或者延伸
服务，在公共服务行业有着巨大

空间。
除了医疗行业，还有教育系

统小学生课后延时服务，公交系
统市内公交线路延时运营等，这
对于其他服务性行业，都具有示
范意义。当然，这类服务，不是什
么行业、谁都能够随便做到的，但
只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不断拓展服务内
容，提升服务品质，就能被人民群
众认可，就会拥有广阔前景。

其三，打造“五好城市”，需
要更多“延时服务”。

当下，淄博正聚力打造“好
学、好看、好吃、好玩、好创业”的

“五好城市”。“五好城市”，服务好
是根本，是基础。“学、看、吃、玩、
创业”，哪一样都离不开服务。期
待更多部门和单位像淄博市中心
医院一样，把人民群众的“急难愁
盼”问题放在心上，落实在行动
上，不断推出服务新举措，那么，
我们的“理想之城”———“五好城
市”，则指日可待！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王超

智慧平台让农民坐享三重红利

博山这个村的猕猴桃吃上“营养套餐”
淄博9月5日讯 “自从智慧

平台投入使用后，合作社社员们
觉得猕猴桃管理更加省力了，随
时能够检测猕猴桃氮磷钾等微量
元素的含量，用遥控器一按就可
以浇水施肥了。”博山区源泉镇源
北村党总支书记吕海峰今天告诉
记者，猕猴桃吃上了“营养套餐”，
品质越来越好了。

智慧平台项目于2020年10
月开工，2021年7月投入使用，总
投资800余万元，新建500亩猕猴
桃智慧农业示范园区及1100平
方米猕猴桃保鲜库，配套制冷设

备。该项目包括智慧农业科技平
台和猕猴桃仓储保鲜冷链物流基
地两个部分。智慧农业科技平台
通过大数据（包括空气、虫害、仓
储、土壤、水肥、空气进行24小时
监测的数据）分析决策对猕猴桃
园进行统一水肥管理、统一生产
技术管理，实现精准控制、科学预
警，降低管理、人力、物料成本，实
现标准化生产，提高猕猴桃品质，
为对接省农担、盒马鲜生等高端
销售平台以及猕猴桃出口提供生
产保障。而猕猴桃仓储保鲜冷链
物流基地的建成，延长猕猴桃销

售周期，提高鲜果收益，也为发展
猕猴桃二产三产提供技术装备保
障，同时完善了本地区猕猴桃产
业种、收、储、销全产业链条，保证
了农户的收益最大化，以大数据
的分析系统为支撑，实现了大数
据与猕猴桃产业深度融合。

吕海峰表示，此项目依托源
北村成立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将全村192户种植户534亩猕猴
桃园纳入其中。采取“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入
社的农民可坐享三重红利：

首先就是农资统购统供，让

社员享受“批零差”红利。合作社
所有的农资，施什么有机肥、选用
哪个牌子，经合作社社员们讨论
确定后，由合作社以批发价统一
采购，所需费用在果品销售时再
扣除。农户不仅无需垫钱，还享
受到了农资批发价的优惠。

其次，是给社员吃下“定心
丸”的兜底收购。由于村里老年
人居多，他们在猕猴桃销售时除
了在路面摆摊零卖外，几乎没有
其他的销售渠道。合作社兜底，
把合作社社员卖不掉的猕猴桃以
平均市场价4元一斤的价格集中

收购社员的猕猴桃，再统一销售。
最重要的是，农民还能享受

二次分红。合作社收购后，可能
会卖到6元一斤，合作社将收益的
30%给社员进行二次分红，70%
的收益作为合作社的持续发展基
金（用于智慧平台的维护、电费、
购买有机肥以及猕猴桃的宣传等
费用）。

三重红利，解除了村民的后
顾之忧，也大大增加了他们的种
植积极性。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李波 通讯员 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