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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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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看，在解决了吃饱问题后，

消费者更关注吃得更健康。人造肉含

有更高的蛋白质，较低的脂肪，属于蛋

白质良好来源食物。随着人们对营养

健康的重视，素食植物肉有一定的市场

基础和消费群体。

人造肉
未来会走向百姓餐桌吗

2018年，我国城乡持证
残疾人新增就业 36.7
万人，城乡新增培训残
疾人49.4万人。同时，
2018年我国贫困残疾
人减少100多万，58.8
万有劳动能力和意愿
的贫困残疾人通过实
用技术培训掌握了1门
以上的劳动技能。

相关链接

甘肃提升贫困地区

供水保障水平

建档立卡贫困受益人口47.4万人

本报讯 来自日前举办的甘肃省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现场推进会上

的消息称，甘肃省正在通过实施农村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冬季冻管改造工

程和窖水水质改善工作，提升贫困地区

供水保障水平。

据介绍，近年来，甘肃省把农村饮

水安全作为脱贫攻坚的重点工作之一，

2016年~2018年累计完成投资56.7亿

元，巩固提升受益人口730.6万人，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7.4万人。截至

目前，甘肃省农村集中供水率达91%，

自来水普及率达88%，均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同时，甘肃省不断完善农田灌排设

施，大力发展节水灌溉，一大批大中型

灌区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民增

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加快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提供了基础

保障。

按照甘肃省“三年任务、两年完成”

目标要求，甘肃省开工建设农村饮水集

中供水工程615处，开工率99%，其中

“两州一县”集中供水工程开工325处，

开工率100%，并对已摸排出的408处

冬季冻管问题纳入今年建设任务。对

当前工程供水管网难以覆盖到的3.3万

农户，全部安装窖水净化设备，改善饮

用水质。 （王铭禹）

动员社会各界力量 助力贫困残疾人脱贫

□ 本报记者 任丽梅

5月19日是第二十九次全国助

残日，今年全国助残日主题是“自强

脱贫 助残共享”。就在这一天，中国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携手维达纸业（北

京）有限公司在京举行“维达公益 携

手同行”启动仪式，此活动旨在关注

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聚焦建

档立卡贫困重度残疾人的照料护理

难题，扩大受益面，进一步满足残疾

人、老年人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

中国残联在新闻发布会上发布

的消息显示，2018年，我国城乡持证

残疾人新增就业36.7万人，城乡新

增培训残疾人 49.4 万人。同时，

2018年我国贫困残疾人减少100多

万，58.8万有劳动能力和意愿的贫困

残疾人通过实用技术培训掌握了1

门以上的劳动技能。记者从中国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了解到，多年来，中

国残疾人福利基金聚焦残疾人脱贫

攻坚，瞄准残疾人需求，积极筹集资

金，开展实施了“集善扶贫健康行”

“集善嘉年华”“启明行动”“助听行

动”“助行行动”“助学行动”等公益项

目，努力改善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

等方面状况，为贫困残疾人如期实现

脱贫奠定基础。

以公益项目开展扶贫

统计显示，残疾人贫困发生率比

一般人口贫困发生率高出 2 倍以

上。2016年12月中国残联、国家发

改委等单位联合印发的《贫困残疾人

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6- 2020

年）》布置了7大重点任务，并提出，

到2020年，确保现行标准下建档立

卡贫困残疾人如期实现脱贫。

在7大重点任务中包括通过动

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贫困残疾人的

扶贫。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秘

书长沈伟俊表示，福利基金会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的要求，积极

筹集资金，瞄准残疾人精准脱贫，持

续开展品牌公益项目。去年获得捐

赠收入达48,090.66万元，开展慈善

活动支出38,501.69万元，实现“集

善扶贫健康行”系列行动不断推进、

“集善工程·助听行动”不断深化、“集

善工程·助行行动”不断升华、“集善

工程·助学行动”不断拓展、“集善工

程·助困行动”不断扩面，为贫困残疾

人如期实现脱贫助力加油。

据了解，在产业扶贫上，基金会

以“互联网+背景下的灵活就业”为

切入点，开展了“集善乐业”项目，积

极组织贫困残疾人接受互联网就业

技能培训，实现网上就业。目前，“集

善乐业”项目已在全国建设了4个残

疾人网络就业基地、一个分基地，累

计培训残疾人近500名，其中200余

名已经顺利就业。

同样，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基金

会还开展了“最美传承”残疾人就业

培训项目，鼓励残疾人传承优秀文

化，资助他们学习非遗的制造技能。

目前，第一个吸收残疾人学习景泰蓝

制作的培训基地已初见成效。由“最

美传承”派生的“手工艺者集善之家”

项目已在浙江、福建、江西、河南等地

建立了刺绣和陶瓷等培训项目点，通

过培训，50名残疾人掌握了工艺技

能，实现就业。

关注特殊困难群体

2014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贺信中

说，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

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

沈伟俊介绍，在我国8500万残

疾人中，脊髓损伤和脊柱裂导致功能

丧失的残疾人约530万人。他们不

仅失去了行走、工作和生活的能力，

终身与病榻和轮椅为伴，备受大小便

失禁、褥疮等疾苦的折磨。纸尿裤、

纸尿垫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卫生护理用品，但由于贫困，脊

髓损伤的残疾人使用纸尿垫、纸尿裤

的人微乎其微，他们常因为使用不洁

的替代品，导致身体感染，他们的痛

苦，健全人无法体会。为了解除他们

的痛苦，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基金

会此次开展的“维达公益 携手同行”

活动将为贫困的脊髓损伤患者、尿失

禁患者等困难群体送去成人护理用

品，帮助他们提高生活质量，共享美

好生活。

沈伟俊说，该活动于5月17日~

19日已在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与

物美、华联、永辉、超市发、华冠、华

润、北国、惠友等198家卖场共同开

展，并持续一年，涵盖全国助残日、中

华慈善日、重阳节等重要时间节点。

此次活动期间，每卖出一提维达产

品，积攒一颗爱心；每卖出一提维达

旗下其他品牌产品，积攒两颗爱心；

消费者穿着老人体验服，每走一步积

攒一颗爱心。累计10颗爱心，维达

公司即捐赠一片纸尿裤，用于开展公

益助残项目。

他强调，本次活动所有捐赠款物

可以通过慈善中国和中国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网进行查询。

恢复功能 重获劳动能力

沈伟俊指出，功能的丧失是制约

广大残疾人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最大

障碍，帮助他们恢复功能，重新获得劳

动的能力，并在合适的岗位就业，是

解决残疾人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

对此，基金会围绕残疾人的功能

缺失，设立了全国的眼病、骨关节、孤

独症儿童康复、麻风救助等项目，借

此开展了“集善扶贫健康行”系列行

动。共募集资金3.725亿元，在全国

31个省开展公益项目，累积帮扶救

助20余万名残疾人，帮助近万名贫

困残疾人脱贫解困。

同时，基金会还开展助听、助行

等行动，为听力残疾人及老年人适配

助听器，为听障的儿童植入人工耳

蜗，资助听障儿童进行听力语言康复

训练；为肢体残疾人适配假肢赠送轮

椅等，让贫困残疾人摆脱病痛折磨，

恢复生活生产能力。

此外，在多方面支持和配合下，在

医疗专家和爱心企业的支持下，基金

会还走出了一条医疗专家与当地资源

相结合、输血与造血相结合、扶贫和扶

志相结合的“三结合”新路子，帮助贫

困残疾人能够看上病、看好病。

另外，基金会也把残疾人接受教

育看作是改变残疾人命运，使他们自

立自强的根本。开展了“正保集善助

学、我送盲童一本书、爱心书屋”等助

学项目，在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利、

巩固提高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普及水

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2011

年发起的“我送盲童一本书”项目就

是为贫困地区的盲童赠送盲文读物、

捐建盲文阅览室，以帮助贫困盲童掌

握知识，重拾自信，融入社会。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瞄准残疾人需求，积极筹集资金，以一系列公益项目切实为残疾人谋福祉

□ 艾福梅 谢建雯

马生武4年前就查出来心脏有

问题，但忙着外出打工、挣钱养家的

他不敢去医院治疗。直到去年11月

他病情加重，双脚肿胀，气都上不来，

才不得不入院治疗。

“我们知道心脏病是大病，四处

凑了几万块钱，没想到最后医药费自

己掏了不到5000元。”这位47岁的

农民感叹，多亏国家政策，要不然为

了保命，现在就是一身债了。

马生武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

市利通区扁担沟镇同利村人，属于

建档立卡贫困户。他因风湿性心脏

病两次住院并接受手术，报销前总

花费近 14 万元。如今，他在家休

养，每月拿药也有大病医保报销，自

付不到百元。

“一人生病，全家返贫”曾是许多

农村贫困家庭的真实写照。从2017

年起，针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宁夏建立起“一免一

降四提高一兜底”的综合保障网。尤

其是在国家“重病兜底”基础上，宁夏

扩大兜底范围，确保贫困患者年度内

在医疗机构住院发生的个人自付费

用实际报销比例不低于90%或累计

不超过5000元。

这一政策有效解决了贫困群众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他们不再“小

病拖、大病熬”。统计数据显示，

2017年1月~2019年4月，宁夏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的贫困患者累计住院

4.38万人次，医疗费用总额4.2亿元，

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扶贫

保”、医疗救助、政府兜底等报销后，

个人自付费用为3191.23万元，仅占

总费用的7.6%。

宁夏健康扶贫的政策还在不断

完善。宁夏推出贫困患者县域内定

点医疗机构“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

结算”等便民政策，不仅实现了贫困

患者医疗报销救助无缝隙、全覆盖，

也解决了群众报销难且手续繁琐的

问题。去年7月，“先诊疗后付费”实

施范围扩大到全区，进一步方便了贫

困患者。

与此同时，针对一些建档立卡贫

困户因突发疾病难以立即享受兜底

政策而返贫的现象，宁夏对认定在册

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行住院

自付合规费用超过3000元时，由健

康扶贫医疗保障“一站式”结算系统

自动标识并及时结算。“这相当于给

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自动设了一

道‘防线’，防止他们因病返贫。”自治

区卫健委健康综合处副处长刘辉说。

吴忠市同心县倒墩子村村医

买晓霞从医多年，她感叹道：“兜底

政策减轻了贫困患者的经济压力，以

前他们要等到病情严重了才去看，现

在心里有底气了，不舒服就去医院。”

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关键

还在于加强预防，构建群众“少得病”

的大环境。近年来，宁夏全力抓好精

准防控，以最小的卫生投入来获取最

大的健康效益，让贫困群众少生病、

少生大病。据刘辉介绍，宁夏持续在

贫困地区开展危害群众健康的主要

病种和危险因素筛查，并通过开展健

康教育、计划免疫、传染病防控、慢性

病管理、爱国卫生等工作，提高群众

防病意识。

同时，宁夏一方面培训基层医

生，另一方面通过“千名医生下基层”

等补充新鲜血液，并为基层卫生院配

齐常规医疗器械，不断提升贫困地区

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

如今，距市区将近30公里的扁

担沟镇卫生院不但能为村民做全面

体检，其医务人员经中医药服务能力

提升培训后，还发展了针灸、颈椎牵

引等中医特色项目，为群众家门口就

诊提供便利。“中医疗法相对副作用

小、更便宜，基层百姓认可度也高。

这几年服务跟上了，门诊量也大了。”

扁担沟镇卫生院院长罗馨媚说。

健康扶贫让贫困农民患病不再“拖与熬”
从2017年起，针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宁夏建立起“一免一降四提高一兜底”综合保障网

湖北郧西走上脱贫致富路湖北郧西走上脱贫致富路
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是地处秦巴山区的国家重点贫困县。近年来，当地政府实行精准扶贫措施，建设

“扶贫车间”，积极引导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带动村民脱贫致富。图为在位于郧西县观音村的米高龙制鞋扶

贫车间，村民在加工产品。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山西已实现 41 个

贫困县脱贫“摘帽”

今年将确保最后17个贫困县全部

摘帽，22万左右贫困人口脱贫

本报讯 山西省政府近日批准交

口县等9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退

出贫困县序列，至此山西省已有41个

贫困县实现脱贫“摘帽”。

山西是全国脱贫攻坚重点省份，全

省58个贫困县中有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36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22个。此次“摘帽”退出的县（区）为吕

梁市离石区、交口县、交城县，长治市沁

县，临汾市蒲县、古县、浮山县以及运城

市垣曲县、万荣县。

山西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经

过县级自评申请、市级初审、省级行业

部门核查认定督导和第三方专项评估

检查等退出程序，9个县（区）均达到贫

困县退出的相关指标，符合贫困县退出

标准。

近年来，山西省实施一系列脱贫

举措，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效。

2017年山西省有15个贫困县退出，首

次实现贫困县数量的净减少。今年4

月底，山西省政府批准娄烦县等17个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退出贫困县

序列。

据悉，2019年山西省将确保最后

17个贫困县全部摘帽，800个左右贫困

村退出，22万左右贫困人口脱贫。

（王飞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