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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传染病防控救治基础
提前做好疫情应对准备

疫情发生后，济医附院专家
高度关注，针对这一高风险传染
病，感染性疾病科提前做好充分
应对准备。科室之前在SARS、手
足口病、H1N1等传染病救治中
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诊疗和处置
经验，建立了完善的工作制度，
配备了专业有素的医疗人员，细
化优化了诊疗流程，加之多年来
医院实施标准化建设，重视医院
感染控制管理，人员树立了严格
的标准意识和较强的防护意识，
构建起了应对各类传染病防控
的牢固防线。

1月21日，在疫情防控全面布
置到位之前，感染性疾病科接诊
了一位来自武汉的发热患者，尽
管患者症状不明显，但是科室高
度警惕、有效处置，精心制定了诊
疗方案，妥善安置患者。在该患者
的救治过程中，人员防护到位，操
作规范，流程严密，无一人感染。
在之后疫情期间的整个治疗中，
科室都严格规范执行标准流程，
精准施治，实现了零感染。

深厚的医院文化做支撑
各项防控措施执行到位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医院深
厚的管理基础，长期形成的以患
者为中心，以严谨、务实、协作、
执行力强等为主要内容的深厚
的医院文化，确保了各项防疫措
施执行有力。

疫情发生后，医院党委多次
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疫
情防控工作，第一时间将重心工
作转移到疫情防控上来，出台了

《疫情防控工作实施方案》，成立
了防控工作各类组织，快速组建
了全院疫情防控人力梯队，安排
防控物资保障到位。全院各部门
密切配合，不折不扣落实医院各
项决定。

感染性疾病科需要增加留
观病房，尽管在春节除夕期间，
但是后勤处、医学装备处、信息
中心等科室加班加点在最短时
间为科室协调启用了16间共900
平方米的留观病房，济医附院成
为了全市首家单独设立留观病
房的医院。因疫情防控需要，医
院将呼吸内科病房征用为发热

病房和隔离病房，在病房调整
中，涉及科室均无条件积极配
合。物流中心、药品采购办公室
等科室千方百计筹措防控物资，
确保了疫情一线防控物资供应。
各项防控措施及时执行到位，为
疫情防控顺利进行赢得了主动，
奠定了基础。

关键时刻见担当
疫情面前勇作为

在疫情面前，医院广大员工
不惧风险，勇往直前，为维护群
众生命健康不惜冒生命危险，确
保了疫情感染不在医院内扩散，
所有来院患者均得到最及时的
救治。疫情发生后，全院医护人
员主动请缨，积极参战，130余名

医护人员支援感染性疾病科疫
情第一线，他们在最短时间内集
结到位，来不及告别家人，有的
甚至瞒着家人参加战斗。

疫情一线人员穿着厚厚的
防护服，为了节省时间和防控物
资，每天工作坚持工作8、9个小
时，期间不吃不喝，不去厕所，承
担着超强的工作压力和常人难
以承受的生命极限，没有一个人
退缩。因为工作需要，他们舍小
家顾大家，一个多月吃住在医
院，将与疫情战斗当做无上光
荣。

疫情期间，医院门诊、急诊、
急救、医技、收款、住院、保卫、保
洁、电梯等窗口人员毫不畏惧，
尽职尽责为患者服务。医院援助
湖北医疗队18名医护人员牢记

重托，不辱使命，奋力工作在疫
情前线，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
命。医院100余名支援市区定点
医院人员，30余名外出会诊专
家，疫情面前临危不惧，彰显了
敬佑生命、大爱无疆的精神。其
他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积极工
作，以各种方式为疫情防控贡献
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
面对“疫情”大考，济医附院通过
科学防控，精准施策，确保了患
者安全，充分展示了驾驭风险考
验的能力和水平。下一步，济医
附院将在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统筹做好医疗服
务工作，不断满足患者就医需
求，为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济医附院精准防控疫情确保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疫情“大考”下，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通讯员 张勇 董雅宁 记者 孔茜

自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党委靠前
指挥，统一部署，统一协调，医院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工作，防控要求
落实到位，防控措施执行有力，各项任务完成及时，防控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截至目前，来院患者均得到及时有效诊疗，无一例交叉感染
事件发生，有效保障了广大患者生命健康安全。

医 院 全

力 投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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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领到养老金，创业有资金扶持
多项人社政策从无到有，济宁人幸福感稳升

村民年满60岁
领到养老金

2012年，对济宁高新区居民
张建法来说，是值得庆贺的一
年。这一年，他们一家人搬到了
金色嘉苑社区，从平房住进楼
房；这一年，他满60周岁，开始按
月领取养老金。

2010年开始，高新区启动新
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
保)试点时，张建法给自己和老
伴按每年500元的缴费基础，参
加了养老保险。只交了两三年，
老伴和张建法先后达到60周岁，
开始享受养老保险金领取待遇。

赵庄村的孙兆轩，作为村里的
会计，他更清楚“新农保”刚试点
时，并不受村民信任。赵庄村有一
千余人，村干部们挨家挨户宣传，
那一年最终仅有200余人缴费。现
在，事情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不仅
村里的参保率接近100%，每年快
到缴费时间时，村民们总是询问什
么时间开始缴费。

金色嘉苑居民的故事，是全
市城乡居民参加养老保险、领取
养老金历程的一个缩影。

1994年开始，济宁市开展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农村居民
以储蓄积累的方式自行养老，国
家没有任何补贴。2009年开始，
按照国务院、省政府统一部署，

济宁市先后启动新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试点，于2011年7月实现了全覆
盖；2014年又将新农保和城居保
两项制度整合，建立了全市统一
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居民有12个缴费档次可以选择。
其中，城乡重度残疾人员、低保对
象等困难群体，个人缴费部分由
统筹地政府按照当地当年最低缴
费档次标准为其代缴；重度残疾
人(经鉴定为一、二级残疾)、抚恤
定补优抚对象中一至六级残疾军
人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后，可提
前5年享受养老金待遇，从55周岁
开始按月领取养老金。2019年，济
宁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纳入

政府代缴范围。
在待遇方面，2009年，基础

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经
过7次调整提高达到118元。2019
年1月份，将65岁至74岁待遇领
取人基础养老金提高到123元，
75岁(含)以上待遇领取人基础
养老金提高到128元。

贷款力度加大
创业路更顺

早在2012年，运河城六楼的潘
多拉烤肉曾是不少济宁人周末打
卡的地点。如今，潘多拉烤肉已成
过往，公司转而在国内做大企业团
餐、承包美食广场，前景无限。2018
年，公司又与北京一家公司合作，
在济宁高鸿智汇写字楼，打造

“WEFOOD·任创汇”孵化器，在仙
营北里上马网红美食街，为任城区
乃至济宁市的新农业、新食品、新
餐饮项目等中小微企业赋能，促进
其健康长久发展。

“3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帮
企业解决了很大资金问题。”公司
后勤负责人高洪波说，公司已经直
接带动500余人创业就业。

同样是在2012年，济宁市获评
“全国创业先进城市”，一直以来，
济宁市不断增强创业培训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持续降低创业担保贷
款门槛，提升扶持力度，使创业路
更加顺畅、创业者更加舒心。

自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推出
以来，济宁市人社局不断降低贷
款门槛，提升扶持力度，切实让企

业享受到政策红利。在该政策受众
范围和扶持力度方面，济宁市人社
局进行了“双升”。自2004年以来，
该政策从只扶持下岗失业人员贷
款、最高额度2万元，逐步扩大到符
合条件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
困难人员、复员转业退役军人、刑
满释放人员、高校毕业生、化解过
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返乡
创业农民工、网络商户、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农村自主创业农民，共
十类人员，均可申请创业担保贷
款。个人申请贷款额度最高可到15
万元，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申请贷
款额度最高可到400万元，并且均
由政府根据政策情况给予贴息。

不仅如此，2019年末，在严
控贷款风险前提下，将个人类创
业贷款担保人范围由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员工扩大到
私营企业主、民营企业稳定就业
职工。同时，对带动就业能力强、
发展前景情况好的创业项目，由
创业者的家庭成员签字即可办
理放款手续。在高新区留学人员
创业园、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
高新区软件园三个省级创业平
台试点推行“无担保、无抵押”创
业信用贷款，

近年来，济宁人社领域的政
策、福利还有很多。一条条政策、
一件件福利，见证着济宁人社事
业的发展，见证着济宁人的幸福
指数稳步提升。今后，济宁市还
将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贾凌煜

近年来，济宁市的诸多社会保障和就业
创业扶持政策实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尤
其是城乡居民养老和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的
受众面不断扩大，具体来说，2009年济宁市开
展新农保试点时，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
月55元；2019年1月份，65岁—74岁居民养老金
提至123元，75岁(含)以上提至128元。2004年，
济宁市全面开展创业担保贷款工作，那时只
扶持下岗失业人员贷款、最高额度2万元；如
今，申请人扩至十类人员，其中个人最高可
贷15万元，企业最高可贷400万元，并均享政
府贴息。

人社政策红利的充分释放，切实解决了
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济宁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符合条件人员可免费到创业大学接受培训(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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