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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女儿远在国外，
老伴又先她而去，家住青
岛银川西路、74 岁的独居
老人黄女士最近遇到了

“就医拿药”的难题。

就医、拿药，独居老人
遇难题

黄女士身患癌症，刚
刚又经历了扁桃腺切除手
术，体重骤减，仅剩下80斤
的瘦弱身躯。因身体原因，
饮食方面只能以半流质为
主，每次进食都需借助豆浆
机打成“糊糊”。这样的身
体状况，使得每月一次前往
医院拿药都成了一个巨大
挑战。不幸的是，黄女士
前不久一次去往医院的路
上，在下坡处摔倒，造成脚
骨摔裂。这次意外让她长
时间无法行走，只能依靠轮
椅出行。“每次想起那次摔
跤，我都心有余悸，对独自
前往医院更感恐惧。”

除了身体上的不便，黄
女士还要面对就医的繁琐过
程。她需要前往不同的两个
医院就医，这使得她筋疲力
尽。最近，她又患上了支气
管扩张，需要住院消炎治
疗。然而，住院意味着她需
要带着大量的食物和药物，
还有专用的豆浆机，这对于

行动不便的她来说，无疑是
一个巨大的难题。

据了解，黄女士的独生
女儿远在美国，刚生育三
胎，生活忙碌而紧张。黄女
士不愿给女儿增添负担，选
择独自面对生活的挑战。
尽管亲戚朋友们有心相助，
但各自都有忙碌的生活，无
法经常陪伴在她身边。“一
想到‘明天要去拿药’，我前
一天晚上就开始睡不着觉
了。”黄女士无奈地说。

慢病“长处方”最长不
超12周

据悉，国家对于老年
人的用药问题有相关政策
支持，《长期处方管理规范

（试行）》中的政策规定，对
于符合条件的慢性病患者，

首次长期处方用量一般不
超过4周，但病情稳定的患
者，经医师评估后，可适当
延长，最长不超过 12 周。
这些政策旨在确保医保资
金的合理使用，同时也照顾
到了患者的实际需求。

记者从青岛医保局了
解到，目前在 82 种慢性病
种中，只有高血压合并症、
糖尿病合并症、脑卒中后
遗症、慢性心功能不全4种
疾病的单次开药量可以延
长至3个月，其他病种单次
开药量在一个月以内。对
特殊情况，患者可与医生
单独协商办理。

不过，记者也了解到，
由于黄女士患有抑郁症和
多种身体病症，医生之所
以让其每月去就诊拿药，

是为了面对面了解她的病
情，以便随时调整药量和
用药方向。

关爱独居老人，如何
落在实处

黄女士的情况并非个
例。记者在调查中也曾多
次遇到独居老人就医不便
的情况，如何解决这一难
题呢？

退 休 医 生 谭 振 华 建
议，黄女士与医生充分交
流，看是否符合条件，从而
得到更长时间的用药量，以
减少奔波之苦。她还可以
找陪诊师帮忙取药。如今
市场上已有专业的陪诊服
务，他们可以陪同老人前往
医院，协助完成取药等流
程，确保老人的安全和便
利。另外，社区是老人生活
的重要场所，他们可以通过
社区组织的活动，结识更多
的朋友，互相帮助，共同度
过晚年。

除了政策上的关怀，更
需以实际行动来关爱独居老
人，呼吁更多的社会组织和爱
心人士加入到关爱独居老人
的行动中来。提供物质上
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慰藉，都
能让老人感受到社会的温
暖和关怀。记者 王丽洁

本报太原讯 中国 18
位慰安妇受害者子女近日
再次起诉日本政府，这是
民间对日申诉 32 年来，首
次在中国法院向日本政府
提起诉讼。

今年 78岁的李拉弟是
慰安妇受害者万爱花的女
儿，她在民事诉状中请求
判决被告日本政府就日本
军队在侵华战争中对受害
妇女万爱花实施的绑架、
拘禁、强奸、虐待、摧残、伤
害、疾病传播等严重违法
犯罪的侵权行为，请求日
本政府公开道歉、忏悔；赔
偿万爱花身体、生命受侵
害的人身损害赔偿金和精
神、尊严受侵害的精神抚
慰金合计200万元人民币。

近日，这 18 位慰安妇
受害者子女已将诉状交至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这
是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群体
首次在中国地方法院向日
本政府提起诉讼。

早在 1992 年，中国慰
安妇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正
式提出申诉，要求日本政府
向慰安妇受害者公开道歉
并要求赔偿一定的经济补
偿，此案于 1995年 8月 7日
在 日 本 地 方 法 院 正 式 开
庭。在日本律师的帮助下，
1995 年到 2007 年的 12 年
间，日本法院经过几十次开
庭，最终日本法院判决：承
认历史事实，但不对受害者
公开道歉，不予经济赔偿。

2021 年的一则新闻，
让众多为中国慰安妇受害
者申诉的群体看到一丝曙
光，其中就包括中国“慰安
妇”民间调查第一人张双兵。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于 2021
年 1 月 8 日就韩籍慰安妇
受害者对日本政府提起的
索赔诉讼进行一审宣判，
判处日本政府向慰安妇受
害者每人赔偿1亿韩元（约
合人民币 59 万元）。首尔
中央法院在判决中表示，
日方对待慰安妇的方式是

“反人道的犯罪行为”，不
适用“国家主权豁免”原
则，即国家的行为和财产
不受（或免受）他国立法、
司法及行政的管辖。

“经过十多年在日本
法院起诉无果后，韩国法
院的判决，让我们逐渐意
识到，这件事可以通过在
国内法院起诉，来为中国
慰安妇受害者群体讨回公
道。”从1982年开始调查慰

安妇受害者的张双兵是此
次案件的牵头人，他和众
多专家、律师组成十多人
的团队，再次向日本政府
提起诉讼。

由贾方义和郭乘希领
衔的律师团队目前已代理
此案，贾方义认为，从法律
层面讲，有侵害就必有赔
偿。但日本政府多年来从
未向慰安妇受害者群体进
行真诚道歉和赔偿，这是
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痛。

此 次 提 起 诉 讼 的 18
位 慰 安 妇 受害者 均 已 去
世，她们分别是赵润梅、刘
面换、张先兔、王改何、杨
喜荷、侯巧良、万爱花、陈林
桃、侯冬桃、高银娥、杨时
珍、周喜香、尹玉林、南二
朴、赵存妮、张改香、郭喜
翠、李秀梅。 （胡健）

中国慰安妇受害者子女首次在国内起诉日本政府

本报讯 记者从国家医
保局获悉，我国有1000万左右
糖尿病患者使用胰岛素。2021
年底，国家组织开展了胰岛素
专项集采，平均降价48%，国内
胰岛素价格基本回归合理水
平，集采结果于 2022 年 5 月开
始落地实施。两年来，糖尿病
患者用药规范性提高，用药水
平得到升级。

集采前，全国公立医疗机
构胰岛素年用量约 2.5 亿支；
集采后，中选胰岛素 22 个月
用量达 6.5 亿支，平均年用量
约 3.5 亿支。这说明随着用药
负担降低，糖友们接受胰岛素
治疗的可及性和规范性得到
提升。同时，由于三代胰岛素
相比一代和二代胰岛素在用药
频率、依从性、安全性、血糖控
制方面有一定长处，临床认可
度更高，集采降价后缩小了与
二代胰岛素的价差，进一步提
升可及性，间接推动了用药结
构升级。

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并
非最低价中标。挤出虚高药价
水分，降低群众负担，是集中带
量采购的重要目标。 （张萍）

集采中选胰岛素
平均降价48%

据新华社电 为进一步
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坚决守住
医保基金安全底线，国家医保
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国家
卫 生 健 康 委 日 前 联 合 印 发

《2024 年医保基金违法违规问
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将在
全国范围开展医保基金违法
违规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此次专项整治将重点聚
焦以下三方面：一是聚焦虚假
诊疗、虚假购药、倒卖医保药
品等欺诈骗保违法犯罪行为，
开展严厉打击。二是聚焦医
保基金使用金额大、存在异常
变化的重点药品耗材，动态监
测基金使用情况，重点查处欺
诈骗保行为。三是聚焦骨科、
血透、心内、检查、检验、康复
理疗等重点领域，全面开展自
查自纠。

此外，骗取生育津贴、隐瞒
工伤骗取医保基金、冒用已故
人员参保身份骗保等也将是打
击重点。

六部门向医保基金
违法违规问题“亮剑”

就医拿药难倒独居老人

去趟医院，咋就这么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