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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脚骨”是由于足拇趾过度外翻而形成的
一种常见足部畸形，现代医学称之为“拇外翻”，
祖国医学称之为“足痹病”，女性多见此病。疾病
早期仅表现为足外观难看、羞于见人，容易损坏
鞋形，后期畸形逐渐加重可形成“拇囊炎”、“叠趾
畸形”等畸形，严重影响患者的工作和生活。更
有甚者因双脚受力不平衡引发人体负重力线的
改变,导致膝关节、骨盆移位，引起腰酸背疼、颈
椎不适、神经压迫等一系列疾病，很多患者的心
理健康也因此而受累，苦不堪言。

“拇外翻”一旦形成后不能自愈，保守疗法
只适用于早期病情较轻的患者，手术是“拇外
翻”患者达到根治目的的“最终归宿”。传统手
术以大切口为主，损伤重、费用高，足部需要长
期固定，对生活影响较大，因而让很多患者望
而却步。目前，微创手术因具有损伤小、患者
恢复快等优点而逐渐成为主流。

辽宁省中医药研究院（省中医二院）骨伤一
科运用“中西医结合微创疗法”治疗“拇外翻”。该
疗法根据现代医学“拇外翻”的形成原因和中医的

“阴阳失衡”、“筋骨失约”理论，在微创松解畸形周
围软组织及截骨后，运用中医正骨手法，理筋正
骨，建立平衡，重塑足部外形。该疗法损伤少、切
口不足1厘米，不缝一针一线，手术可在局麻下进
行，双足可同时手术，术后在医生指导下患者即可

“大脚骨”真痛苦，小手术来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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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生活完全自理。同时该疗法与一般美容行
业的“骨赘消磨”有着本质区别，通过微创截骨可
使“拇外翻”得到彻底的矫正，术后不复发。自
2015年起该技术已经为400余例患者解决痛苦，
深受患者青睐。近年来科室进一步精进技术，让
患者痛苦更小，术后效果更佳。

惠民活动：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沈城人民，
辽宁省中医药研究院（省中医二院）骨伤一科
特举办“第三届足痹病优惠月”活动，凡在优惠
月（2019年 8月 5日——2019年 9月 5日）进行

“大脚骨”手术患者，可享受手术费半价优惠。
辽宁省中医药研究院（省中医二院）骨伤一科
咨询电话：024-86509149、86509145
医院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

街60号（北陵西门，白山路立交桥下）
乘车路线：地铁 2号线陵西站；公交车

217、232、381、326路省中医二院站下车

术前
术后一个半月

【关键词：基本医保】
继续提高政府补助标准 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标准

实施意见提出整合基本医保制度。在统
一筹资标准方面，继续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
助相结合的筹资方式。合理划分政府和个人
的筹资责任，在提高财政补助标准的同时，适
当提高个人缴费比重。

统筹考虑城乡居民医疗保障需求，合理确
定城乡统一的成年及未成年居民（包括学生）
个人缴费标准，整合后城乡居民实际人均筹资
和个人缴费不得低于现有水平。现有城镇居
民医保和新农合个人缴费标准差距较大的地

区，可采取差别缴费的过渡办法，并在2年内统
一城乡居民缴费标准。

解读：城镇非单位就业人口和农村居民都
可自愿参加居民医保。今年上半年，城乡参保
2315万人，农村居民占比最大，而且8成是成年
人。今年政府补助是人均520元。我省目前各
地农村居民人均缴费在230元上下，相邻省份普
遍在260元以上。城镇居民人均缴费普遍在300
元以上，未成年人缴费低于成年人。2020年继
续提高政府补助标准，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标准。

统一待遇和标准 住院费用支付比例保持在75%左右
统一保障待遇、保障范围和支付标准。合

理确定城乡居民医保起付线、支付比例、最高
支付限额等待遇标准，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
付比例保持在 75%左右，对统筹区域内符合规
定的转诊住院患者连续计算起付线。完善不
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医保差异化支付政策，促进
分级诊疗。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医保门诊保
障政策，建立健全城乡居民医保门诊费用统筹
和支付机制，重点保障群众负担较重的多发
病、慢性病，把高血压、糖尿病等门诊用药纳入
医保报销。

在统一医保目录方面，对非公立医疗机构
与公立医疗机构实行同等的定点管理政策。将
原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定点医药机构整体纳
入城乡居民医保协议管理范围。

解读：保障待遇包括住院和门诊两方面，确
定的原则是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目前，城乡居
民医保待遇差距较大，尤其是重特大疾病患者
的实际报销比例差距较大。均衡城乡居民保障
待遇，主要是适当提高农村居民重特大疾病患
者的保障水平，确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
比例保持在75%左右，减少因病致贫。

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医保基金监管。严格执
行医保服务协议，坚决遏止过度治疗、过度检
查、低标准入院、分解住院等违规行为。推进医
保智能审核和电子病历应用，促进定点医疗机
构合理诊疗、合理用药。

解读：重点是对部分定点医疗机构有组
织的欺诈骗保行为以及过度治疗、过度检查

等不合理医疗行为严加管理，避免医保基金
损失和伤害参保人员利益。2019 年，省医保
局会同各市县共同开展了“打击欺诈骗保 维
护基金安全”集中宣传月活劢，同步开展打击
欺诈骗保专项治理，实施全覆盖监督检查和
飞行检查。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经淼

【关键词：打击骗保】
坚决遏止过度治疗、过度检查等 推进电子病历应用

明年起我省全面统一城乡居民医保
在提高财政补助标准的同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比重

2020年1月1日起，我省将
全面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
制度。同时，合理划分政府和个
人的筹资责任，在提高财政补助
标准的同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

比重。
省政府近日发布的《关于整

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实
施意见》提出，2019年年底前完
成做实市级统筹。

【关键词：大病保险】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医疗费用补偿不设封顶线

在整合城乡大病保险制度方面，我省提出
统一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起付线，原则上按上一
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0%确定；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最低支付比例不低于 60%，合规医
疗费用每增加 5万元支付比例提高 5%，最高支
付比例控制在 70%；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医疗费
用补偿不设封顶线。

解读：大病保险目前是由医保基金出资建立
的。我省构建的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三重保障是对大病患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给
予进一步保障的制度性安排，能够显著减轻大病
患者尤其是贫困人口的医疗费用负担。在全省
范围内统一城乡大病保险制度，筹资标准和支付
政策全省统一，各地差别在于起付线的不同。

【关键词：市级统筹】
全面推进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

2019 年年底前，设立市级城乡居民医保基
金财政专户（或财政专户分账户）；2020年年底
前，实现基金统收统支，全面做实城乡居民医保
市级统筹，并同步做实城镇职工医保市级统筹。

整合医疗保障信息系统，全面推进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
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全面推行以按病种付费为
主，按人头付费、按床日付费、总额预付等多种
方式相结合的复合支付方式，开展按疾病诊断
相关分组付费（DRGs）试点，控制医疗费用不

合理增长。
解读：做实市级统筹，有利于做大“基金

池”，增强基金抗风险能力。目前，城镇居民医
保和新农合管理信息系统仍独立运行，部分县
区新农合信息化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将建立一
个可以独立运行的全国统一标准的医保信息系
统，可满足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站
式”即时结算需要。推进支付方式改革的主要
目的是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控费的关键
环节是定点医疗机构。

黑土地又“热”起来了。今年以来，各路资
本竞相“闯关东”，形成“投资正过山海关”之势。

新年伊始，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揭牌，招
商局集团出资整合大连港和营口港；3月，全球石
油巨头沙特阿美与中方企业在辽宁省盘锦市设
立合资公司，打造世界级石化基地，投资额超百
亿美元；6月，恒大集团与沈阳市签署协议，在新
能源汽车等多个领域投资约1200亿元；最近，马

云在黑龙江说，阿里巴巴投资必过山海关……
资本对投资机遇的嗅觉最灵敏。从去年开

始，部分行业龙头企业增资黑土地的脚步愈发密
集。先是英特尔大连二期项目投产，紧接着，宝
马集团与华晨汽车集团签署新的合资协议。宝
马集团董事长克鲁格说，将增加投资30亿欧元。

“该出手时就出手！”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副
院长李凯说，商场如战场，时不我待。要看到，国

家推进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带来巨大商机；同
时，东北厚实的产业基础、独特的区位优势、良好
的发展潜力，都使其商业价值不断凸显。

投资正过山海关，说明东北治“痛点”、清
“堵点”初见成效。近年来，东北三省出台规范
营商环境建设的条例法规，持续推进“放管服”
改革，辽宁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 3 天。宝马集
团多次表示，之所以植根沈阳，离不开政府的高
效服务。

专家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三次明显的
“资本闯关东”。第一次是“一五”时期，全国156
个重点项目超 1/3 落户东北；第二次始于 2003

年国家实施振兴东北战略。
与前两次相比，这一轮投资东北有两个鲜

明特点：一是投资主体多元化，外资和民资唱主
角。今年上半年，辽宁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
资超过七成；二是投资项目聚焦发展新动能。
恒大集团的投资重心从房地产转向了新能源汽
车，看好沈阳作为“汽车城”的潜力。

经济学家常修泽表示，从“投资不过山海
关”到“投资正过山海关”，折射出东北经济的成
长性日益受到市场青睐，东北营商环境正不断
好转。制约东北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正在破解，
改革仍需快马加鞭。 据新华社

东北振兴 投资正过山海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