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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基层医生留得住有干头
——探访全科医生（下）

观点

祛除“满墙牌子”背后的形式主义魅影

集思录

背离真实的蜂蜜怎会有纯真味道

画里有话 图/王 铎 文/周丹平

不能放任假证招摇过市

微 评

“步数不够罚工资”
何不把处罚变奖励？

“喘息服务”多多益善

前不久，省政府出台的《关于改革完
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实施
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全面提升全科医生
待遇，使其不低于当地县（市、区）级综合

医院同等条件临床医师工资水平。
“国家、省里对全科医生很重视，也出

台了不少好的政策。”很多基层医生表示，
这些好政策在基层实施起来总会遇到这

本报讯（记者刘雅静）今年 8 月，尚义县大营盘乡后
湾子村特困家庭学生邢燕磊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开始
为学费生活费发愁。这个时候，“大好河山张家口·我爱
我家慈善公益”活动伸出援助之手，在给予他 5000 元资
助的同时，还联系一家爱心企业定向资助，以帮助他顺利
完成大学学业。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张家口市教育扶贫成果成效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通过“奖、助、免、贷、补”等不同
形式，张家口市各类贫困家庭学生共有 29.7635 万人次
受到教育扶贫资助救助，教育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达
48774.19万元。

据了解，学前教育阶段，该市扶贫政策分为政府资
助、幼儿园资助、社会资助三种形式。其中政府资助每童
每年500-750元，2890多名建档立卡家庭幼儿优先得到
资助。义务教育阶段主要扶贫政策是“两免一补”：全市每
年约有 36 万名中小学生，全部享受到免杂费、免教科书
费，投入资金共计4.1亿元；全市9.8万名寄宿制学生中，每
年有 2.7 万名学生享受到生活补贴，补贴资金每年 3600
多万元。同时，该市对12个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实施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每生每年800元；对国
家和省营养改善计划没有覆盖县区的农村寄宿制学生，
由市县财政出资每天为每个学生提供一盒 200 毫升牛
奶、一枚鸡蛋。截至目前，全市有 16 万名义务教育阶段
的学生享受资助，每年资金补贴近1.2亿元。现阶段高中
以上教育扶贫任务，主要是确保建档立卡家庭学生顺利
完成学业。2017-2018 学年，全市 8589 名普通高中阶
段 建 档 立 卡 家 庭 学 生 享 受“ 三 免 一 助 ”资 助 资 金 达
4552.17 万元；2171 名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家庭
学生享受“三免一助”资助资金 1042.1 万元；485 名高等
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家庭学生享受“三免一助”资助资金
480.7万元。

张家口市教育扶贫得到企业、社会团体和爱心人士
的关注。2018年以来，全市16625名各级各类建档立卡
家庭学生通过企业、社会团体和爱心人士捐赠得到资助
或救助，捐赠、救助资金达1406.52万元。

本报讯（记者高珊）今年 12 月 2 日是第七个“全国交
通安全日”。为进一步倡导群众通行规则意识、守法自律
意识、文明交通意识，河北高速交警总队组织开展高速安
全行车知识答题活动。参与者关注河北高速交警微信公
众号，点击“题除隐患”，即可参与答题游戏。

据介绍，此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线上答题活动现已开始，线下答题活动将于 12 月 2
日，在石家庄乐汇城一楼共享空间、京港澳高速涿州服务
区、京哈高速香河服务区同步展开。

高速交警举办交通安全日
有奖答题活动

□记者 张淑会

截至2017年底，我省通过院校教育、定向培养、继续教育、规范

岗位培训等多种途径，共培养培训全科医生 11523 人，全科医生队

伍日益壮大。然而，实际注册的全科医生数量却远远低于这一数

字，且大部分集中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全科医生如此重要，为什么却没多少人愿意干？为什么全科医

生不愿去基层？如何才能让全科医生在基层留得住、干得好？

与大医院成千上万的门诊量和住院
病人相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
院等基层医疗机构的病人要少得多。

即便如此，基层医生根本闲不下来。
出诊看病，经常入户给居民量血压、测血
糖、随访，整理随访资料，给居民建立健康
档案，帮助病人转诊到上级医院⋯⋯记者
在采访中发现，这几乎是基层全科医生的
工作常态。

在基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承担的工作琐碎繁杂，医护人员的工
作任务重、压力大。邢台市桥东区南长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王永霞说，由
于人少活多，她们常常是一个人干好几个
人的活。

一方面是基层缺医生、有需求，一方
面却没人愿意去。“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是，
全科医生干的活不比专科医生少，但待遇
却很低，而且个人发展空间很小。”不少基
层医生说。

在省会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干了
20多年的王医生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全科
医生，他在社区里拥有很多“粉丝”，但现
在每个月的收入也就三千元左右。

因此，基层医生尤其社区全科医生流
动特别快，根本留不住人，常常是好不容

易把人招来了，人家干不了多久就跳槽
了。“近十年来，我们社区已有七八个年轻
的医生因收入低，难以发挥个人专长而离
开。”王永霞说，她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原本有 60 多个编制，但现在仅有 21 人
在编。

近年来，我省下大力培养培训了一批
全科医生，但不少人在完成培训、培养计
划后，宁愿毁约也要转岗去做一名专科
医生。

据介绍，国外全科医生的待遇普遍较
高，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全科医生待遇
约为社会平均收入的 3-4 倍。而我国全
科医生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基本持
平。此外，全科医生在职称评定、职业发
展空间、社会地位等方面，与专科医生相
比均有较大差距。

“全科医生的学历教育基本上都来源
于临床医学专业。普通本科临床医学专
业毕业的学生，除了在院校的学习外，在
医院临床实践的过程中成长很快。但在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其成长空间受到一定
限制。”有关专家介绍说，本科层次医学院
校的毕业生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加之全科
医生岗位吸引力不强。因此，很多人都不
会选择到基层做一名全科医生。

全科医生岗位吸引力亟待提升

样或那样的问题，难以落实到位。“就拿最
基本的工资待遇来说，有的地方确实提高
了一些，但很多地方仍停留在文件层面。”

“薪资待遇水平，对于能否把全科医
生留在基层至关重要。”省会联盟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宋美静说，近年来，国
家对基层的投入不断加大，其基础设施、
硬件设备都有明显改善，但是薪资待遇改
善并不大。要解决当前全科医生面临的
诸多问题，政府首先要加大财政投入，采
取多种有效措施，真正落实全科医生待
遇，吸引更多年轻医生选择基层，愿意投
身基层的全科医疗工作。

在基层，有的医生干了一辈子，最高
也就是个主治医师，要评个更高级别的职
称，对全科医生来说，简直是“难于上青
天”。对此，不少基层医生呼吁，应增加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中高级专业技术岗位
比例，重点向经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和全科专业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合
格的全科医生倾斜。

我省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明确提
出，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并经全科专业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到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工作的，可直接参加中级职称考
试，考试通过的直接聘任中级职称。基层
全科医生参加中级职称考试或申报高级

职称时，外语成绩可不作为申报条件，对
论文、科研不作硬性规定，侧重评价临床
工作能力，将签约居民数量、接诊量、服务
质量、群众满意度等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
依据。申报高级职称实行单独分组、单独
评审。

针对基层全科医生医疗水平偏低的
现状，不少基层医疗机构负责人呼吁，有
关部门应充分利用好大医院的优质医疗
资源，让专家下沉基层，通过传帮带的形
式，为基层培养一批用得上的全科医生。
同时，还应通过智慧医疗和高科技手段、
信息化手段，让城市大医院专家的诊疗资
源直达基层，让最基层的全科医生掌握。

此外，还有专家建议，应改革基层医
疗机构管理模式，扩大基层机构管理和发
展的自主权。按照加强基层卫生医疗体
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精神，适度取消基
层医疗机构临床技术和服务项目的限制，
提升其临床服务能力。

“当然，让每一个全科医生在本职岗
位上持续发展也非常重要。”石家庄市裕
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袁睿说，政府有
关部门应针对全科医生确定一个职业发
展路线图，什么时候做什么，应该怎么做
等都要有明确的规划，从而真正拓宽全科
医生的职业发展前景。

吸引更多年轻医生选择基层

11月28日，宁晋县凤凰中心卫生院全科医生蔡连素（中）、冯琴（左）上门为天和城
社区居民体检并指导用药。 记者 赵永辉摄

今年以来累计投入近4.9亿元

张家口教育扶贫资助救助
贫困学子近30万人次

□贾梦宇

社区消防培训学校、青少年道德讲堂、
家长学校教学活动室、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文化学习室、远程教育大数据技术推广
服务点⋯⋯社区办公楼内，三楼的7间办公
室至少挂了17块牌子，来自党群、文体、计
生、科普等多个条线，其中一些还存在明显
的功能重复；一名县级干部坦言，在自己挂
点联系的某社区，只有5个工作人员，却挂
了29块牌子⋯⋯不少群众反映，一些地方
只负责挂牌，却无相应功能为群众提供服
务。近年来，挂牌过泛过滥现象有加速蔓
延迹象，“满墙牌子”成为基层铲除不尽的

“野草”。（据《半月谈》11月27日报道）
基层组织和单位直接面对群众，如果

为了更好地明确责任、抓好工作、提升服
务，给自己挂上几个牌子本也无可厚非；
上级单位或部门如果真的把服务和工作
延伸到了基层，比如向基层派驻了相关工

作人员，那么在基层组织和单位挂牌“亮
明身份”也确有必要。最要不得的做法，
就是这种“只负责挂牌，却无相应功能为
群众提供服务。”

一些基层组织和单位为什么会“牌子
满墙”？不可否认，这当中有基层的问题，
比如，有的基层组织和单位将“挂牌”当成
手段——挂一个牌子就意味着多一项职能
或开展了一项工作，多挂些牌子往往可以
多一些考核加分和政策、资金扶持。但从
实际来看，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上面”。

“上面”的问题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胡乱给基层“挂牌”，二是任由基层

“挂牌”。
现实当中，一些职能部门和单位不是脚

踏实地地把工作和服务向基层延伸，而是热
衷于“痕迹管理”——牌子挂了，痕迹就有
了；给基层单位或组织一个“室”“点”“校”之
类的名称，自己的工作就等于做了。“上面千
条线，下面一根针。”当部门和单位争相“留

痕”，基层单位“只有5个工作人员，却挂了
29 块牌子”自然就在所难免。只是这样一
来，那些乱蓬蓬的“线”注定无法真正穿入基
层那细小的“针眼”，那些牌子也就成了摆
设，只能增加基层负担，而没有多大实际作
用。关于这一点，一些单位“牌子轮流挂，谁
来检查就挂谁”的现象就是明证。与此同
时，一些上级部门和单位在考核基层工作
时，不深入群众、不深入实际，而是在办公室
查档案、翻台账，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基
层组织和单位在牌子上做文章的勇气。

不管问题出在基层还是“上面”，“牌
子满墙”都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又一
集中体现；把这些有名无实的牌子从墙上
摘下来，祛除其背后的形式主义魅影是重
点，也是难点。

此前，一些地方曾通过开展“光墙行
动”，进行事项统筹、合并，给基层“清牌减
负”，但事实证明，有形的牌子好摘，无形
的不良作风难除。比如，在湖北省荆州市

某村，今年 5 月村委会墙上的 86 块各类标
识牌和制度框曾被摘掉，只保留村党支
部、村委会、村务监督委员会、党建评星晋
级等4块，但近日记者回访时发现，整改情
况不容乐观，有反弹迹象，“清牌减负”有
可能沦为另一种形式主义。

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现在“痕
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不重“绩”、留

“迹”不留“心”；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
过高、多头重复；“文山会海”有所反弹。
对基层那“满墙牌子”，再也不能等闲视
之，而要从讲政治
的高度，由表及里
进行根治。如此，
才 能 真 正 给 基 层
减负，让基层把更
多时间、更多精力
用到推动工作、服
务群众上来。

□郭元鹏

“上个月我没完成步数任务，差了 10000 多步被扣了
100 多元，好心痛啊！”对于广州某公司员工小 C 而言，每
天步数刷榜不仅代表着“圈里的名次”，还意味着“真金白
银”——她所在的公司为了鼓励员工运动，每月根据员工
个人步数进行考核，如果员工没有完成任务，就按照一分
钱一步来扣钱。（据《信息时报》11月28日报道）

走路是最健康的锻炼方式之一，从这个角度看，这家
公司制定“步数考核”的初衷是好的。然而，这一事情之
所以受到媒体关注，是因为其考核方式选择的是“处罚工
资”。有人质疑，员工工资里的每一分钱都是靠辛勤汗水
换来的，岂能以“步数不够”的名义进行“克扣”——严格
来讲，员工每天走多少步，与公司并无多大关系，哪怕“一
步没走”，企业也无权扣罚员工工资。

既然“步数考核”的出发点是好的，那就应该本着“把
好事办好”的原则，将“处罚”变成“奖励”。譬如说，公司
可以专门划拨一笔“锻炼奖金”，对完成“走路任务”的员
工进行奖励。这样就能既激发员工锻炼身体的积极性，
进而以更加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又可以让员工感
受到公司的浓浓关爱之情，不断增强对公司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如此，岂不比让员工深感压力甚至心生厌烦的

“步数不够罚工资”高明得多？

□康 乾

日前，北京市丰台区老龄办贴出公告，试点通过政府
购买“喘息服务”的方式，给长期照料失能、失智老人的家
庭成员每月放假 4 天，其间由政府付费聘请专业护工照
料。这是北京市首个由政府买单提供“喘息服务”的试
点。（据《北京青年报》11月28日报道）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养老问题日益
凸显。数据显示，截至去年，我国失能、失智老人约为
4500万人，占老年人口的近两成。“一人失能，全家失衡。”
倘若家里有个失能、失智老人，那么家属只能全年无休、
没日没夜地看护和照料，这对其时间和精力都是极大的
考验——不仅严重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更是极易产
生“久病床前无孝子”等社会问题。

“喘息服务”的出台，对于有失能、失智老人的家
庭而言无疑是一个福音。这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这些家庭的经济压力，更能让家属得到一定时间的休
息和放松，为亲情和孝心“减负”，使其在“歇一歇脚、
喘一口气”之后，以充足的精力、轻松的心态更好照料
老人。

政府买单“喘息服务”，不仅让人们看到了政府在公
共服务上的责任与担当，也体现了政府在解局养老服务
难题上的智慧。“喘息服务”多多益善。

□杨朝清

最近一个名叫“杨霞”的女人火遍朋
友圈，也“走红”全国多个城市。不少自
媒体转发介绍其“事迹”，称她从小生活
在大山里，后带女儿前往大城市打拼，在
有了一番事业后，有感于市场上所售蜂
蜜质量不佳，决定回乡卖土蜂蜜，“找回
儿时纯真的味道”。但有不少网友反映，
从“杨霞”处购买的蜂蜜没有生产日期，
口感、质量也完全不像朋友圈文案中说
的那么好。记者采访发现，“杨霞”要么
拒绝透露养蜂的实际位置，要么提供虚
假地址——该地并无“杨霞”其人，更没
有“返乡卖蜂蜜”之事。（据《北京青年报》
11 月 27 日报道）

“杨霞”用婚姻变故来博取同情，用女
强人在大城市打拼的励志元素来吸引关
注，用乡愁和文化的诉说来打动人心。如
此令人动情的故事，怎能不让人相信？可
惜，虚构的人物、编造的剧情、漂亮的广
告，根本经不起事实的验证和严谨的推
敲。记者实际跑了一趟，就把看似硕大的

“肥皂泡”轻易戳破。
网红“杨霞”，不过是众多互联网营销

套路中的一个。如同“滞销大爷”或“美女
紫砂壶”一样，一些商家不在脚踏实地合
法经营、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上下功夫，
却一心想着“走捷径”。“故事营销”就是这
样的套路。他们先编造或悲情、或温情的
故事，再靠卖故事、卖情怀来打动人、吸引
人，等到故事广为传播，不少人相信了这
些故事，也愿意为情怀买单的时候，一个
个“优质产品”自然开始走红。

“故事营销”助推了“网红商品”，“网
红商品”的热销又催生了一批批跟随者。
只要编造出有吸引力和诱惑力的故事，就
有可能牟取暴利。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
情况下，不少人会被故事打动，进而趋之
若鹜地去“找回儿时纯真的味道”。

真诚的态度、真实的力量，才能真正
打动人心；背离真实的蜂蜜怎会有纯真味
道。互联网营销需要讲究策略与技术，却
不能本末倒置，放弃对真诚、真实的坚
守。面对层出不穷的营销套路，消费者应
该多些理性与冷静，以避免上当受骗。有
关方面则要依法依规及时、有针对性地加
强监管，让那些不懂得尊重规则、不愿意
敬畏规则的人们受到惩戒，让这样那样的

“套路”早日销声匿迹。

居民身份证、出生医学证明、专业英语等级证、驾驶证等各种证件应有尽有，让
人触目惊心——近日，湖南省娄底市公安局查破一起依托互联网的假证制售案件，
缴获半成品、成品假证件上百万件，一条跨 20 余省份的假证件制售产业链随之浮
出水面。这些假证何以瞒天过海、招摇过市？办案民警介绍，不少证件目前还缺乏
有效的鉴别手段，一些地方的相关单位部门，在组织考试、审核资格证件合法性等
方面存在管理漏洞。再者，使用假证即便被查出来，违法成本也很低。这些原因导
致假证在市场上“畅行无阻”“供需两旺”。（据新华社11月26日报道）

堵住证件审核的“空子”，加大对制造、使用假证者的处置力度，才能防止假证
件破坏社会公平、挑战诚信和法治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