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扬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统一全市职工医疗保险二类门诊特殊病种有关政策的通知》（扬医保〔2021〕6号）和《关于印发扬州市职工医保门诊特殊病种经办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扬医保办〔2021〕5号）要求，经定点医疗机构自主申报、市医保中心审核确认，现将我市职工医保门诊特殊病种认定责任医师名单予以公示。

高邮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结算中心
2021年5月28日

高邮市职工医保门诊特殊病种认定责任医师名单的公示

说明：1.部分门诊特殊病种认定责任医师较多，未全部公示；
2.居民医保门诊特殊病种认定责任医师可参照该名单执行。

高邮市职工医保门诊特殊病种认定责任医师名单

1 恶性肿瘤
高邮市人民医院 张海平、孙万钟、吴朝林、张明、张转娣、缪彦、周宏、李久平、方广元、徐荣、丁汉香、张美凤

16 肺结核
高邮市人民医院 居超、蒋斌、王恒忠、吕健娟、赵云太、陈玉明、万长才

高邮市中医医院 聂晨、居飞飞、徐行、张智、胡玉锦、朱云青、冯俊、谢子明、尤磊、刘晨、王晓庆 高邮市中医医院 黄珍恺、李海荣、吴孝田

2 血液透析
高邮市人民医院 戴荣祥、曹伟、刘媛媛、饶伟萍、何学友、张鹏程

17 阿尔茨海默氏病
高邮市人民医院 钱迅、谢兵、周健、凌加平、郑兴娟、王怀诚、刘海花、祁瑞刚、吕晓辉、钱监军

高邮市中医医院 茆丽华、张庆宏、蒋茂剑 高邮市中医医院 马新凤、叶青、陆加武、邓宏博、邹文宇、张小平

3 血友病
高邮市人民医院 康丽莉、蔡心珍

18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高邮市人民医院 康丽莉、蔡心珍

高邮市中医医院 邹文宇、陈惟方、潘玉梅、陈真堂、许德军 高邮市中医医院 彭猛、李晶、董庆童、徐磊、蒋文良、朱继德、黄珍恺、李海荣、吴孝田

4 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
高邮市人民医院 戴荣祥、曹伟、刘媛媛、饶伟萍、何学友、张鹏程

19 慢性阻塞性肺病
高邮市人民医院 吴卫中、周瑞祥、圣奎、陆兆双、陈冬阳

高邮市中医医院 王阔枫、薛金志、蒋茂剑 高邮市中医医院 黄珍恺、李海荣、吴孝田

5
慢性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和
自身免疫性肝病

高邮市人民医院 居超、蒋斌、王恒忠、吕健娟、赵云太、陈玉明、万长才
20 扩张型心肌病

高邮市人民医院 李正章、薛豪平、季群、程石、冯晓贺、田凤祥、刘宇坦

高邮市中医医院 吉林、杨玉、闫勤、刘志冬、金玉琳、李平、李大卓 高邮市中医医院 陈永丰、彭猛、董庆童、凌定来、徐磊、朱继德

6 严重精神障碍

高邮市人民医院 钱迅、谢兵、周健、凌加平、郑兴娟、王怀诚、刘海花、祁瑞刚、吕晓辉、钱监军
21 脑血管支架术后

高邮市人民医院 杨旭明、张浩然、王伟东、夏风行、吴晓明、从小卫、任万印、谢健

高邮市中医医院 马新凤、叶青、陆加武、邓宏博、邹文宇、张小平 高邮市中医医院 刘余虎、石治国、丁珏、王鹏、李正明、谢明云、居永进

高邮市第二人民医院 倪有松、高红耀、张华、李天平、陆晔、闵思春、徐孝玮
22 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

高邮市人民医院 康丽莉、蔡心珍

7 高血压合并靶器官重度损害
高邮市人民医院 李正章、薛豪平、季群、程石、冯晓贺、田凤祥、刘宇坦 高邮市中医医院 聂晨、詹树东、居飞飞、徐行、张智、胡玉锦、朱云青、冯俊、刘晨、王晓庆

高邮市中医医院 马新凤、叶青、陆加武、邓宏博、邹文宇、张小平
23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

高邮市人民医院 康丽莉、蔡心珍

8 糖尿病合并感染或并发症
高邮市人民医院 戴荣祥、曹伟、刘媛媛、饶伟萍、何学友、张鹏程 高邮市中医医院 居飞飞、耿炎炎、徐行、秦汝绪、张智、胡玉锦、朱云青、尤磊、刘晨、王晓庆

高邮市中医医院 张卉秋、薛金志、王阔枫、蒋茂剑
24 溃疡性结肠炎

高邮市人民医院 黎顺松、秦长忠、张宝东

9 系统性红斑狼疮
高邮市人民医院 康丽莉、蔡心珍 高邮市中医医院 金玉琳、李平、李大卓、吉林、杨玉、刘志冬

高邮市中医医院 马新凤、叶青、刘源
25 强直性脊柱炎

高邮市人民医院 康丽莉、蔡心珍

10 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
高邮市人民医院 康丽莉、蔡心珍 高邮市中医医院 马新凤、叶青、刘源、李业清、闵森

高邮市中医医院 聂晨、居飞飞、徐行、冯俊、刘晨、王晓庆、邹文宇、陈惟方
26 系统性硬皮病

高邮市人民医院 康丽莉、蔡心珍

11 慢性肾功能不全
高邮市人民医院 戴荣祥、曹伟、刘媛媛、饶伟萍、何学友、张鹏程 高邮市中医医院 成翔飞、任宏兵、马新凤、叶青、刘源

高邮市中医医院 薛金志、王阔枫、蒋茂剑
27 重症银屑病

高邮市人民医院 陈恩军、陈春琴、薛呈毅

12 冠心病
高邮市人民医院 李正章、薛豪平、季群、程石、冯晓贺、田凤祥、刘宇坦 高邮市中医医院 成翔飞、任宏兵

高邮市中医医院 彭猛、李晶、董庆童、凌定来、徐磊、朱继德
28 癫痫

高邮市人民医院 钱迅、谢兵、周健、凌加平、郑兴娟、王怀诚、刘海花、祁瑞刚、吕晓辉、钱监军

13 中风后遗症
高邮市人民医院 杨旭明、张浩然、王伟东、夏风行、吴晓明、从小卫、任万印 高邮市中医医院 马新凤、叶青、陆加武、邓宏博、邹文宇、张小平

高邮市中医医院 马新凤、叶青、陆加武、邓宏博、邹文宇、张小平、谢明云、赵文陶、居永进
29 老年性黄斑变性

高邮市人民医院 刘森、程鹏、崔爱芝

14 类风湿性关节炎
高邮市人民医院 康丽莉、蔡心珍 高邮市中医医院 王超群、徐华、刘媛媛、葛金旭

高邮市中医医院 马新凤、叶青、刘源
30 重症肌无力

高邮市人民医院 钱迅、谢兵、周健、凌加平、郑兴娟、王怀诚、刘海花、祁瑞刚、吕晓辉、钱监军

15 帕金氏病及综合症
高邮市人民医院 杨旭明、张浩然、王伟东、夏风行、吴晓明、从小卫、任万印、谢健 高邮市中医医院 井全超、刘臻、赵振坤、马新凤、叶青、陆加武、邓宏博、邹文宇、张小平

高邮市中医医院 马新凤、叶青、陆加武、邓宏博、邹文宇、张小平
31 克罗恩

高邮市人民医院 黎顺松、秦长忠、张宝东

高邮市中医医院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门诊特殊病种名称门诊特殊病种名称门诊特殊病种名称门诊特殊病种名称 认定医疗机构认定医疗机构认定医疗机构认定医疗机构 责任医师姓名责任医师姓名责任医师姓名责任医师姓名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门诊特殊病种名称门诊特殊病种名称门诊特殊病种名称门诊特殊病种名称 认定医疗机构认定医疗机构认定医疗机构认定医疗机构 责任医师姓名责任医师姓名责任医师姓名责任医师姓名

吉林、杨玉、刘志冬

今日高邮微信
高邮日报手机报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7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QQ：486720458

版

特别
报道

2021年5月28日 星期五
辛丑年四月十七

责 编：金 婧
版 式：纪 蕾

弘扬先烈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陈特平，男，原名陈树谷，又名陈如谷，浙
江省上虞县通明乡花园畈村人，1916年9月
13日出生。

1929年，陈特平小学毕业后，由于家里人
口多，收入少，生活贫困，父亲再也无力供他继
续上学。14岁的陈特平被迫背井离乡，到余姚
县城的普文明书局当学徒，饱尝童工受虐待和
屈辱的生活之苦。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及1932年的一二
八事变，使陈特平对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产生了
深深的忧虑。为了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他每天
清早就跑到离家二三里的县城图书馆，翻看报
刊，开始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有
时还到30里外的百官镇参加时事讨论会，渐
渐明白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

1932年，陈特平经亲戚胡愈之介绍，进入
邹韬奋主办的上海生活周刊社营业部做练习
生。《生活周刊》是一个进步刊物，为其撰稿的
都是一些爱国名人、学者，宣传的内容大多是
抨击和讽刺国民党当局腐败无能，积极主张抗
日，在全国影响甚大。陈特平在这里有机会阅
读大量的进步书刊，接触一批进步作家。在革
命思想的熏陶下，他逐渐成长起来。

1933年12月，《生活周刊》被国民党反动
当局以“言论反动，诽谤党国”的罪名，查封停
刊。陈特平又被迫回到上虞。他仍然坚持到
图书馆看书，和丰惠镇的青年一起讨论时局。
1935年，他到北乡谢家塘的陈留小学教书。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
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陈特平胸怀救国大
志，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了抗日宣传活动。他
选用都德的《最后一课》、鲁迅的散文、小说等
作品作为教材，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
育；通过歌曲、漫画、演戏等多种活动形式，在
学生和人民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他经常到
农民家里访问，向农民进行抗日宣传。他还组
织上虞的进步教师和青年，举办“读书会”，传
阅进步书刊，开展时事讨论。陈特平的积极活
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1936年
底，国民党上虞县党部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
将他逮捕入狱，后经亲友营救获释。

1937年初，陈特平进入上海中华月报社
做资料校对工作。在那里，他不仅有机会学到
更多的知识，而且结识了共产党员郑森禹和革

命作家叶紫。在他们的指点和帮助下，他的思
想觉悟和写作能力有了新的提高。他白天工
作，晚上到李公朴、冯定等人创办的“量才补习
学校”学习俄文，还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如歌
咏队、读书会、拉丁文新文字研究会等。在这
些活动中，他结识了许多革命进步青年。七七
事变发生后，他更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3月，中共浙江省工委组织部部长
邢子陶到上虞县后郭村，了解上虞的抗日救亡
情况，并考察了陈特平、罗振声等人的表现。4
月，邢子陶将陈、罗两人介绍入党。5月，成立
上虞县后郭村党支部，罗振声任支部书记，陈
特平任组织委员。6月，经中共宁绍特委批准，
成立中共上虞县工作委员会，陈特平任工委书
记。1939年5月，宁绍特委为加强对上虞县抗
战工作的领导，派傅子平任上虞县工委书记，
陈特平调任组织部部长。这期间，陈特平十分
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培养和发展了几十名进步
青年入党，并在许多地方新建了党的支部，为
全国抗战初期上虞县党组织建设作出了很大
贡献。为了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陈特平
组织人员在农村办起了夜校、读书班，在百官
镇开办了“启明书店”，在后郭村办起了“协进
图书馆”，传播革命思想，唤起民众抗日。许多
进步青年把陈特平看作“启蒙老师”、革命征途
上的“引路人”。

在抗日救亡活动中，陈特平十分注意斗争
策略，善于利用各种矛盾，争取国民党进步势
力，积极开展抗战工作。1938年秋冬，国民党
上虞县由比较倾向抗日的俞渭川、陆桂祥分别
担任县党部书记和县长，陈特平利用这个机
会，把党的秘密工作和合法斗争结合起来，争
取国民党人士抗日。1939年1月，经宁绍特委
批准，陈特平带领部分党员和青年打入政工
队，秘密建立了党支部，由陈特平任支部书
记。他们在政工队广交朋友，培养和发展党
员，政工队35名队员中，有17名党员，3个区

队长都由我地下党员担任，其中陈特平担任松
厦区队队长，从而使政工队基本控制在我地下
党员手中，抗日宣传活动搞得十分活跃。他利
用政工队区队长的合法身份，深入全县主要集
镇和广大农村调查研究，撰写了《把工作开展
到山区去》《山村一宿》等文章，登载在上虞县
整治工作队编印的《政工阵地旬刊》第三、四期
合刊上。他还经常为我地下党控制的《上虞
报》等报刊撰稿，宣传和动员群众抗日。

1940年4月，组织上决定，调陈特平到皖
南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学习结束后，任军
部侦察连指导员。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
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遭受巨
大损失。陈特平在这次事变中因腿部受伤被
俘，被国民党关进上饶集中营。5个多月后，他
和同监的战友梁恤夫、周天洁等一起越狱。后
因与难友失散，孤单一人，忍着伤痛和饥饿，步
行1个多月，回到老家。母亲见他一身破衣，
骨瘦如柴，心如刀绞，泣不成声。陈特平宽慰
母亲说：“你是不是怕我死呀！不要紧，我是不
会死的；即使死了，是为人民大众而死，也是光
荣的。”他在家里设法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是年冬，新四军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陈特平
被输送到苏中一分区，任江都县委宣传部部
长。1942年下半年，他调任高邮二区区委副
书记。

高邮二区周围日伪据点林立，日伪军“扫
荡”频繁，斗争艰巨。陈特平就分工负责这块
地区的开辟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穿插于敌
伪据点之间，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反伪化斗
争。当时，二区西部中心地带的张家庄驻有伪
扩充团四五百人，是我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
地的一大障碍。这个据点与车逻、十里尖、一

沟、二沟等日伪据点，连结成高邮城的外围封
锁线。日伪军凭借这些据点，经常下乡骚扰百
姓，推行伪化，袭击我抗日根据地。因此，我分
区和高邮县委决定采用反伪捐、反征粮的斗争
手段，断其粮草和经费，逼走据点伪军。

1943年夏收前，陈特平发动和组织几千
名民兵、群众，包围张庄据点，进行游行示威，
迫使伪军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举妄动。从而
使群众顺利地收割了庄稼，保卫了夏收，打破
了敌人的抢粮计划。

1943年冬天，敌人通过便衣活动、设立税
卡等手段来对付我们。张庄伪军在十里尖附
近的郭长山家设立税卡，收税收捐，敲诈勒索，
当地群众深受其害。为了拔除这个税卡，扫清
敌据点的外围障碍，12月25日下午，陈特平在
我敌工干部陈泉等2人配合下，袭击税卡。不
料，由于坏人报信，他们在李家庄遭到伪军及
便衣队两路夹击，陈特平右脚中弹负伤。他一
步一个血印跑到李家庄的北面，不幸被俘被关
在张庄敌据点里。敌人先诱其投降，遭到严词
拒绝；接着毒刑拷打，而陈特平始终坚贞不屈，
大骂伪军是汉奸、走狗、卖国贼，并怒斥：“你们
的日子不会长了！”

陈特平被捕后，我分区敌工科多次设法营
救均未成功。于是，组织地方武装向伪据点发
起攻势。1944年1月初，十里尖伪据点被我方
拔除，张庄据点的伪军惊慌失措，决定撤离。8
日夜，敌人将遍体鳞伤的陈特平架出据点，阴
险地对他说：“今天夜里送你回去！”陈特平知
道敌人要下毒手了，慷慨地说：“别跟我来这一
套，共产党员既被你们抓来，根本不想活着回
去！”就这样，陈特平被活埋在张庄南面的麦田
里，时年28岁。

敌人逃离张庄据点后，我地方干部找到活
埋陈特平的地方，挖出烈士遗体，就地立碑安
葬，碑上写着“尽忠报国”四个大字；为悼念烈
士，县抗日民主政府将该地命名为“特平乡”
（现为车逻镇特平村）。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反
动派一度占领张庄，陈特平烈士的墓碑被毁。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和当地群众重建墓
碑，永志怀念。

传播革命思想 唤起民众抗日
——记陈特平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