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推荐

民政部门将进一步

推动健全完善农村

留守儿童关爱服务

和困境儿童保障体

系，促进“政府、家

庭、学校、社会”四位

一体关爱保护格局

的形成，帮助留守儿

童托举起更加美好

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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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露天堆积、就地焚烧，远远便能

闻到刺鼻的恶臭；有的垃圾未经处理直接

填埋，造成“二次污染”……在广西、广东

部分农村地区，垃圾处理难，乱象频现，严

重影响了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农村垃圾处理谁来管

□ 高 蕾

有数据显示，截至“十三五”末，

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 643.6 万

名。如何帮助这些“小候鸟”们幸福

快乐地长大，牵动着无数人的心，更

成为民政部门提供特殊公共服务的

发力点。

为帮助搭建在外务工的父母和

留守儿童之间的亲情桥梁，2018年

以来，民政部会同中建集团，组织开

展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百场

宣讲进工地”活动。3年多来，活动

已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走进300余个工地，累计参与活

动人数390万人。

带“小候鸟”们工地探亲

“我都快忘了妈妈的样子。”9岁

的王可欣扎着小辫儿站在台上，一句

话让现场不少工友湿了眼眶。

这是发生在“百场宣讲进工地”

活动的一幕。已经大半年没见到父

母的王可欣，假期终于与在建筑工地

上工作的父母团聚。

王可欣的故事并不是个例。很

长时间以来，许多父母为了能让家人

过上好日子选择外出务工，把孩子留

在老家。千山万水的阻隔让本应最

熟悉的亲人渐渐陌生。特别是在劳

动力密集的建筑工地，留守儿童的问

题尤其严重。

父母没时间回家探望，就让孩子

们去找父母。

“百场宣讲进工地”活动特意设

计了“小候鸟进工地”“反探亲”“务

工人员子女夏令营”等内容，为亲情

交流提供机会。在建筑工地，孩子

们参观了父母工作的地方、与父母

吃顿饭、说会儿话、再一起做个小游

戏……温暖就在这简简单单的陪伴

中延伸。

“工友是建筑工地的参与者、贡

献者，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远离子女，

无法照顾家庭。”中建八局西南公司

拉萨贡嘎机场航站区改扩建工程项

目经理、“百场宣讲进工地”活动“最

美志愿者”孙燕说，通过邀请工友的

孩子进工地，既可以让孩子们体会到

父母的不易，也可以增进亲子交流。

2020年12月5日，在“百场宣讲

进工地”总第300场、中建二局三公

司国家体育馆改造项目活动现场，8

名成长为大学生的留守儿童代表分

享了自己参与活动收获爱心帮扶励

志成才的经历和感悟。“离开家乡来

工地看看，参与我们精心给孩子准备

的活动，对他们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

体验。”中建七局一公司员工、“百

场宣讲进工地”活动“最美志愿者”

石亚荣说。

补课传授陪伴技巧

中建五局三公司砌筑工工长

谭大一直有个烦心事：7岁的孩子总

是不愿意和他亲近。原来，这些年，

谭大常年在外地项目工作，只有过年

的几天才会回家陪伴孩子。每次一回

家，看到孩子调皮，信奉“棍棒底下出

孝子”的谭大就扮起“严父”的模样。

“我为了这个家，这么多年在外

地辛苦工作。孩子怎么就不理解我

呢？”一想起孩子躲闪的目光，谭大心

里很不是滋味。

2018 年 7 月，“百场宣讲进工

地”活动走进湖南长沙综合管廊项

目。宣讲志愿者向包括谭大在内的

工友们讲起了亲子相处之道。“不能

只知道买玩具，更要叮嘱孩子安全使

用玩具”“不能只用权威管教孩子，还

要以朋友的身份多沟通”……谭大把

这些建议记在心里。

活动结束后，谭大开始学着改

变：下班后给家里打个视频电话，和

孩子聊聊学习情况，有时间就多回

家陪伴孩子。几年来，亲子关系明

显好转。

不只是谭大，中建一局一公司

江苏分公司项目务工人员李小强、

何菊华夫妇通过参加“百场宣讲进

工地”活动，学习掌握了家庭教育、

亲情沟通等知识和技巧，与孩子交

流更顺畅了。

父母也往往是第一次当父母。

他们也需要学习怎样给孩子一个安

全、健康、快乐的童年。据介绍，至今

已有青少年教育专家陆士桢、安全教

育专家王大伟等国内知名专家参加

了“百场宣讲进工地”活动，同时中建

集团培养组建了全国首支关爱保护

农村留守儿童志愿者宣讲团队，为工

友带来政策法规、家庭美德、亲情沟

通、安全知识等专题培训。

倡议履行监护责任

“我倡议，我们要切实履行家庭

监护主体责任，加强和孩子的亲情沟

通，给予孩子亲情关爱。”在甘肃省妇

女儿童医疗综合体项目“百场宣讲进

工地”活动现场，10余位农民工代表

上台向更多的留守儿童父母发出倡

议并承诺：做好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听完宣讲和倡议，务工人员

张雨棚深受感动。几天前，他把刚满

1岁的孩子送给爷爷奶奶照顾。“不能

让孩子长时间离开父母。”张雨棚向

新华社记者表示，他打算把孩子从老

家接过来，就近照顾。

除了号召父母切实担负起监护

职责，中建集团还尽力为留守儿童提

供各项帮助。云南艾田中学陈贵松

等11位留守儿童正是得到了中建

交通云南项目部的资助，才得以继

续求学。

“2021年，中建集团将紧密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进一步深化开展全国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关爱务工人员

子女、农村留守儿童，切实解决他们

的困难和问题。”中建集团党组副书

记、董事、工会主席张兆祥表示。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

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增强家长的

监护责任，才能实现留守儿童问题的

‘源头治理’。”民政部儿童福利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民政部门将进一步推

动健全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

和困境儿童保障体系，促进“政府、家

庭、学校、社会”四位一体关爱保护格

局的形成，帮助留守儿童托举起更加

美好的明天。

让 爱 不 再 “ 留 守 ”
2018年以来，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百场宣讲进工地”活动已覆盖

全国31个省份、走进300余个工地，累计参与活动人数390万人

□ 孙仁斌 丁非白 于也童

不能剧烈运动，不敢大幅度跑、

跳，他们笑称自己需要“轻拿轻

放”。近日，新华社记者走进血友病

患者这个特殊群体，感受他们的苦

乐人生。

60岁的沈阳人梅殿喜是“辽宁

血友之家”协会的会长，每年4月17

日，他都会组织血友病患者开展讲

座、交流等活动。

“这是我们的节日。”梅殿喜从

2007年就开始从事“辽宁血友之家”

工作，目前，全省共有1032名患者

加入协会。大家通过微信群等渠道

互动，梅殿喜也在群里为病友们做

些日常用药、护理等指导。

血友病是一种遗传性凝血障碍

疾病。轻微的磕碰就可能造成关

节、肌肉长时间严重出血，频繁出血

引发关节的损毁、畸形，让很多患者

因病致残。

梅殿喜 5 岁时被确诊为血友

病。从那时起，梅殿喜被要求在学

校不能上体育课，也不能剧烈跑跳。

7岁那年，上课中间，梅殿喜

突然流鼻血，怎么也止不住。父

亲背着他跑到医院时，他已渐渐

失去知觉。由于经常输血治疗，

同学背地里给梅殿喜起了个绰

号——“吸血鬼”。

最痛苦的不是止不住血，而是

肌肉和关节出血。“一般女人分娩是

8级疼痛，我们关节出血时，疼痛度

会达到12级。”梅殿喜回忆说，那时

经常疼得整晚睡不着觉。

2008年，随着医疗技术的不

断进步，国内市场上出现治疗血

友病的药物。“第一次用上药，感

觉 太 舒 服 了 ！”梅 殿 喜 欣 喜 若

狂。随着《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

品目录》将血友病患者用药纳入

医保范围，梅殿喜和病友们看到

了光明。

“和省内其他地区相比，我们的

报销比例偏低，只有75%。”梅殿喜

说，现在除了医保报销，他每年用于

购药的费用仍需要1.8万元左右，他

期待着能把血友病纳入“门诊特病”

范围，“这样血友病患者就能从用得

上药变成用得起药。”

40岁的常金宝也是名血友病患

者。在疫情期间，生意减少，迫于

压力，他只好把家电修理铺“搬”回

家里。

上小学四年级时，由于病情加

重，常金宝在家里躺了六年。母亲

辞职照顾他，几乎每一天，母亲都带

他做康复训练，最终，他奇迹般地可

以独自行走了。

在社区干部、残联的帮助下，

常金宝学会了家电维修。开起家

电修理店的他，经常义务为社区和

居民维修电器。“虽然我是血友病

人，我想证明自己一样可以为社会

作贡献。”

这份乐观和坚持，也让他找到

了生命中的另一半。如今，他的儿

子已经6岁了。

“当年医生说我最多活到 18

岁。我最大的心愿是好好活着，听

说现在治疗血友病的长效药快要上

市了，我期待着这一天。”

一台电脑、一部电话，几张稿

纸，坐在自己的卧室里，45岁的张庆

开始了一天的翻译工作。

张庆出生后不久在注射疫苗时

就被发现患有血友病。上小学时，

由于肢体关节自发性出血，造成

他双膝关节变形，每天要拄着双拐

走路。

“从小我就和别人不一样，妈妈

说，读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再

难我也得坚持学习。”张庆回忆说。

高考前，疾病发作，让他和大学

失之交臂。1998年，他通过了成人

高考，学习英语专业。在老师的帮

助下，他为外企翻译资料，开始赚取

生活费，经济独立了，人也变得自信

开朗起来。毕业后，凭借着出色的

翻译水平，张庆一直在帮企业做资

料翻译工作。

“也曾经对外投过简历，但很多

用人单位一听我有血友病，就不吭

声了。”张庆有些无奈地说。

血友病用药纳入医保范围后，

他依靠注射药物，减少了许多痛

苦。2013年，他在父母的陪伴下去

山东做了双膝关节置换手术，生活

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凭借努

力，他买了新房，和父母在一起过着

简单但充实的生活。“赶上一个好的

时代，有好的医疗条件，有政府和社

会各界的关心支持，我们也会拥有

美好的生活。”

他们的人生需要“轻拿轻放”
——记血友病患者的苦与乐

□ 李红梅

医疗保障工作社会关注度高、与群众

切身利益联系紧密，是一项重大民生工

程。我国新一轮医改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

大、惠及10多亿人的基本医保网，对减轻群

众就医负担、缓解看病贵发挥了重要作用。

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

下一步要深化医改，增强职工基本医保互

助共济保障功能，将更多门诊费用纳入医

保报销。近年来，居民医保已经普遍开展

普通门诊统筹，各地还根据实际情况，将部

分慢性病和特殊疾病的门诊费用纳入职工

医保和居民医保报销范围。今后，常见病、

多发病的普通门诊费用将纳入职工医保统

筹基金支付，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从50%

起步，同时还会加强门诊慢特病保障，进一

步减轻患者负担。这对患病多的参保群众

来说，是一个福音。

早在1998年，我国就建立了城镇职工

基本医保制度，实行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

相结合的统账结合，目前参保人数已达3.4

亿人。个人账户是职工医保特有的政策设

置，主要用于覆盖参保职工在门诊看病费

用。随着老龄化不断加快，疾病谱发生变

化，我国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患病人

数迅速增加，身体欠佳、经常患病的职工医

保参保人需长期在门诊定期复诊、买药，个

人账户金额较少，往往不够用。虽然各地

普遍开展了门诊慢性病、特殊病、大病等专

门的报销办法，来缓解门诊负担较重的问

题，但仍有大量患者达不到门诊报销要求，

但又不需住院治疗。2019年，国家医保局

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城乡居民高

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的指导意

见》，针对城乡居民参保人群中高血压、糖

尿病“两病”患者，明确他们在二级及以下

定点基层医疗机构看门诊开降压药、降糖

药，可进行医保报销。此次国务院常务会

议明确，让职工医保参保人也能享受普通

门诊报销的实惠，意味着相关人群的看病

负担将进一步减轻。

一些经常患病的参保人个人账户资金

不够用，与此同时，大量职工参保人个人账

户资金常年沉淀。这部分人主要是比较健

康的年轻职工，他们一年看不了几次病，几

乎不动用个人账户资金。国务院常务会议

明确，拓宽个人账户使用范围，允许家庭成

员共济，可用于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

医，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

器械和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费用，

探索用于家属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等

个人缴费。这一举措，有助于优化医保结

构，更好化解疾病给家庭带来的经济风

险，实现医保的互助共济功能，提高医保

基金使用效率。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认为，将更多门

诊费用纳入职工医保报销和个人账户家庭

共济两类改革同步推进，让患者享受到门诊

报销的待遇，家庭成员享受到个人账户的共

济使用便利，体现了医保互助共济的功能和价

值。改革策略积极稳妥，提升了门诊报销待

遇，体现了权益置换、政策协同等原则。相信

随着门诊统筹政策的完善、待遇的提高，职工

医保参保人在门诊就医时可得到更多实惠。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不断把群众的

期盼点变成医保改革的着力点，医保改革就

能不断取得新突破、带来新亮点。相信随着

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医保门诊、住院报销

政策的逐步完善，我国医保待遇保障水平必

将日益提升。

增强职工基本医保
互助共济保障功能

农家书屋农家书屋
点亮村民书香生点亮村民书香生活活

作为吉林省首批试点建设

的农家书屋之一，扶余市肖家乡

大沟村的农家书屋经过近10年

发展，如今拥有 15,000 多册图

书，涵盖科教、文学、少儿、生活

等类别，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

生活，也成为村里孩子们的“第

二课堂”。图为在扶余市肖家乡

大沟村农家书屋，小朋友在家长

陪护下阅读图书。

新华社记者 林 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