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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甘孜日报讯 为切实践行“民
政为民，民政爱民”理念，近期，白
玉县民政局开展“康辅工程”项
目，为生活困难的残疾人和老年
人免费配置康复辅助器具，全面
提高困难残疾人的生活幸福感。

在乡镇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残
疾人和老年人们有序排好队，四川
省康复辅具技术服务中心的专家
组为符合项目受助条件的残疾人
和老人进行现场筛查，通过现场评
估、取型、记录等方式为受助的残
疾人、困难家庭老年人提供了假
肢、矫形器、助听器等辅助器具。

工作人员认真登记信息，专
家们逐一为残疾人进行检查、调
试、装配，耐心询问他们的状况，
并根据失聪残疾人的实际听力情
况为他们校准助听器，为肢体残
疾人员量身定制新的义肢。同时，
向他们细心讲解使用方法、注意
事项和日常保养方法等。

据悉，“康辅工程”项目将在全
县范围内，为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突发变故或事故的低收入家庭中
的残疾人、困难家庭中的老年人免
费提供义肢、矫形器、助听器以及

轮椅等康复辅助器具的配置服务。
“康辅工程”项目按照个人申请、民
政部门审核、定点机构提供配置服
务、据实结算等程序实施。

盖玉镇帮果村村民白玛仁真
说：“我现在年纪大了，听力不好
对我的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感
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免费给我
发放了助听器，现在我又听得清
楚了。”

据了解，本次“康辅工程”项
目为 28 名符合条件的受助人员
带去福音，赠送的康复辅助器具
价值约15万元。

“康辅工程”项目的实施，有
效缓解了白玉县困难残疾人因康
复费用偏高、缺少必需的康复辅
助器具等造成的基本生活困难问
题，让残疾群众真切体会到了“民
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工作理念。
下一步，白玉县将持续加大宣传
力度，巩固提升残疾人帮扶成效，
有效帮助困难残疾人恢复身体基
本机能，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质
量，让残疾群众拥有更多安全感、
获得感、幸福感。

梁露 倪建军

白玉县

免费康复辅具送到家
增进残疾群众民生福祉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锻造新时代政法铁军

甘孜日报讯 3月29日，巴塘
县人民法院发出该院首份家庭教
育指导令。

在一起案件中，被告格某某
因犯开设赌场罪被该院判处拘役
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该院在审理此案时发现，被告格
某某与其前夫生育有一子，系未
成年人且由被告人格某某一人抚
养。故该院向格某某前夫洛某发
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洛某
在格某某拘役期间，承担起作为
法定监护人的责任，对孩子切实

履行监护职责，承担起家庭教育
的主体责任，并责令洛某多关注
孩子心理状况或情感需求，与学
校老师多联系、多沟通，了解孩子
的详细状况，给予孩子亲情关爱。

该院一直持续深入开展维护
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充分发
挥自身司法审判职能，做到妇女
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有特色、有亮
点、有成效，多方位保障妇女儿童
权益，为妇女儿童维权构筑坚固
的司法防线。

邹海波

爱“未”有保障
发“令”护成长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德格县
人民法院马尼干戈法庭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加强
能动司法，着力深耕诉源治理，以

“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为目标，
依托“善地春风”工作室、巡回审
判点和基层调解员，抓实乡镇村
组最小作战单元，融合一站式多
元解纷、一站式司法服务、一站式
法治宣教，用心用情将司法服务
送到群众身边。

“你们离法庭远，不用过来，
在现场等我们，马上就到。”这是
该法庭驻庭干警伍须泽仁经常答
复群众的一句话，也是该法庭创
建“善地春风”工作室、创“春雨”
式法庭的初衷之一。3月28日，该
法庭干警通过诉前调解，成功化
解一起服务合同纠纷，被告当场
支付了维修费11040元。

2023 年 4 月，被告邓某将其
车辆送往原告王某处修理，原告
将车辆修理完毕后交付给被告，
维修费用共计 11040 元，但被告
总以各种理由拖欠维修费，原告
无奈诉至该法庭，要求被告支付
维修费。

干警伍须泽仁接到该案后，
第一时间查阅卷宗，并与原、被

告联系了解案情。经了解，原、被
告双方对案件基本事实没有分
歧，认为此案事实清楚、证据充
分、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可以采
用调解方式化解纠纷，在征求双
方当事人意见后，案件进入诉前
调解程序。

调解时，伍须泽仁首先向邓
某详细讲解了拒不支付维修费的
行为性质、产生的法律后果及其
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从
情、理、法三方面入手，引导双方
当事人换位思考，耐心细致地做
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在法庭
干警的多次劝导下，最终促成双
方当事人和解，并当场履行案款，
该案得到圆满解决。

“实地走访、走村入户、纠纷
调解，让群众走的路由法庭干警
来走。”这是马尼干戈法庭充分发
挥前沿作用、化解矛盾纠纷的一
个个缩影。下一步，该法庭将继续
依托“善地春风”工作室，联动辖
区乡镇联络员、人民陪审员，辐射
雀儿山以东牧区乡镇，一步一个
脚印深入村寨、走近群众，让“小
法庭”成为雀儿山下各族群众权
益的守护者与捍卫者。

则绒卓玛

车辆维修起纠纷
送法到家促和解

近期，我国大部分地区城乡居民医
保集中缴费陆续结束。国家医保局25日
针对医保缴费相关热点进行回应。

从 2003 年“新农合”建立时 10
元/人的缴费标准，到目前 380 元/人
的居民医保缴费标准，增长的 370 元
医保缴费是否合理？为人民群众带来
了什么？

纳入新药
医疗保障持续“扩围”

针对从 10 元到 380 元的缴费增
长，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表示，医
保筹资标准上涨的背后，是医保服务
水平更大幅度的提高。

2003 年“新农合”建立初期仅
300余种药品能报销，如今3088种药
品进医保；不少肿瘤、罕见病实现医保
用药“零突破”，分别达到74种、80余
种……近年来，更多患者能够买得到
药、吃得起药。

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患者就
是受益群体之一，他们也被称为“淀粉
人”，虽然用于治疗的药物氯苯唑酸
2020年在国内上市，每盒价格却达到
6万元，让不少患者望而却步。

“2021 年氯苯唑酸谈判成功，现
在患者用药月花费不到3000 元。”北
京协和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田庄介
绍，这两年许多新药、好药进医保的速
度加快，在国内上市后不久就可以按
规定纳入医保目录，给患者带来福音。

2024年初，最新版医保药品目录
落地，包括肿瘤用药、慢性病用药、罕
见病用药等126种新药进入医保。

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介绍，
目前，我国医保药品目录内包含的药
品已覆盖公立医疗机构用药金额90%
以上的品种。仅2023年协议期内谈判
药叠加降价和医保报销，已为患者减
负超2000亿元。

随着医疗保障持续“扩围”，现代
医学检查诊疗技术也更加可及，无痛
手术、微创手术等诊疗技术日益普及，
并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介绍，
正是由于不断完善的医保制度，全国
居民就医需求快速释放，健康水平显
著提升。

据统计，2003年至2022年，我国
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数从20.96
亿人次增长至84.2亿人次；与此同时，
个人卫生支出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
重却从 2003 年的 55.8%下降至 2022

年的27.0%。
这位负责人表示，随着我国人口老

龄化程度加深、群众医疗需求提升、医
疗消费水平提高，需要加强医保基金筹
集，为群众提供稳定可持续的保障。

减轻自付
医保报销比例“水涨船高”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的
《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2022 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门
诊总诊疗84.2亿人次，平均每人到医
疗卫生机构就诊 6 次，全国医疗卫生
机构入院2.47亿人次，次均住院费用
10860.6元。

居民生病、生大病的概率不可避
免，疾病仍给不少患者带来一定的经
济负担。

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介绍，
2003年“新农合”制度建立之初，政策范
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普遍为30%至
40%，群众自付比例较高，就医负担重。

目前，居民医保的政策范围内住
院费用报销比例为70%左右。2022年
三级、二级、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住院
费用医保报销比例分别为 63.7%、
71.9%、80.1%。

近年来，不断完善门诊保障措施、
增强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功能、合
理提高居民医保生育医疗费用待遇等

举措落地，进一步减轻群众自付负担。
如高血压、糖尿病“两病”门诊用

药保障机制从无到有，持续优化，已为
约1.8亿城乡居民“两病”患者减轻用
药负担799亿元。

为了支撑医保服务能力提升，国
家在对居民个人每年参保缴费标准进
行调整的同时，财政对居民参保的补
助同步上调。

2003年至2023年，国家财政对居
民参保的补助从不低于10元/人增长
到不低于640元/人，对于低保户等困
难人员，财政会给予全额或部分补助。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3年我
国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总额 3497
亿元，财政为居民缴费补助 6977.59
亿元。居民医保基金全年支出 10423
亿元，远高于居民个人缴费总金额。

作为居民医保的重要补充，财政
补助和个人缴费共同搭建了城乡居民
基本医保基金池，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医保小事“不小”
服务迭代升级

全国近 10 万家定点医疗机构享
受跨省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服务、医保
电子凭证用户超10亿人、各地结合实
际推出132项医保领域便民措施……
近年来，医保小事却“不小”，一系列医
保便民、利民服务不断迭代升级。

以跨省异地就医为例，2003 年，
参加“新农合”的群众只有在本县（区）
医院就诊才能方便报销，去异地就医
报销比例小，而且不能直接结算。

如今，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在
全国范围内推广，全国近10万家定点
医疗机构开展了跨省住院费用直接结
算服务。

数据显示，2023年跨省异地就医
联网医药机构达到55万家、惠及群众
就医1.3亿人次、减少群众垫付1536.7
亿元。

“从医保保障范围扩大、医保待遇
提高、医保服务优化等方面来看，城乡
居民医保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中国
社科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说。

国家医保局表示，参加医保“患病
时有保障，无病时利他人”，应该是每
个群众面对疾病风险不确定性时的理
性选择。

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提
出，要研究健全参保长效激励约束机
制，用制度保证连续缴费的群众受益，
保障全民参保。

从10元到380元
增长的医保缴费为群众带来了什么？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徐鹏航

讲述甘孜好故事 传递甘孜好声音

登真翁姆是来自白玉县热加乡藏
东村的一名藏族姑娘，父母都是牧民，
家里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正在上学的
妹妹。父亲因病去世后，养家的重担落
在了母亲的身上。从那时起，登真翁姆
就下定决心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善家庭生活质量。“小时候生病没有
钱治疗，妈妈到处借钱的背影，给我留
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时我就暗暗告
诫自己一定要努力工作，改变家庭现
状。”登真翁姆说。

2021年，登真翁姆参加了一场由
团州委和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组织
的青年就业培训会。通过培训后，学习
能力强、懂事乖巧的她应聘成为康定
格桑花酒店的一名餐饮服务员。这是
登真翁姆从未接触过的行业，为了适
应新的工作环境，练就一手好技能，在
同事们的帮助下，她刻苦学习，从标准
的普通话到基础的站姿、走姿、微笑服
务等服务细节培训开始，一次又一次
的摆台技能练习，日复一日的模拟待
客服务演练，让她渐渐对这份工作有
了信心，找到了青春奋斗的价值。

得到第一笔工资后，登真翁姆除了
给还在上高中的妹妹送去生活费之外，
剩下的全部交给了母亲。她说，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让母亲过上更好的生活，
即使工作再苦再累她都觉得很幸福。

2023 年 9 月，我州“第六届康巴
工匠杯”技能大赛在康定举行，登真

翁姆被推荐参加餐厅服务赛项的比
赛，与来自各县（市）和州级部门的
20 支代表队上百人同场竞技，展示
风采。通过层层选拔，登真翁姆不负
众望获得了全州餐饮技能比赛第一
名。凭借这份成绩，她还代表我州参
加了四川省西部工匠城职业技能大
赛，以出色的表现获得了全省餐饮技
能第三名的好成绩。2023 年 12 月，
登真翁姆当选为州青联委员。她说：

“从8月起，就有3个徒弟开始跟我一
起学习了。下一步，我将继续攻关，争
取获得更多荣誉，申报技术能手，向

省级、国家级技能大师奋斗。同时，我
希望能多学习管理知识，带领更多的
人在平凡岗位上实现自己的梦想，用
这种方式回报那些帮助过我的人和
社会各界。”

近年来，团州委聚焦青年人才创
业就业需求，不断深化新时代青年岗
位建功行动，用好“队号手岗赛”品牌，
举办“创青春”“创响甘孜”等青年职业
技能大赛，实施农牧区青年就业雏鹰
培育工程，开展“大学生逐梦扬帆计
划”就业实习，为广大青年搭建了更多
更广阔的舞台。

格桑花开绽芳华
◎杨财婷 文/图

登真翁姆参加四川电视台采访。

提高医保“含金量”。新华社 发

登真翁姆手捧获奖证书。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父母与子女
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
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
保护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父
母应承担对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合理适用亲自养育，
加强亲子陪伴等方式方法。

相关链接

“我终于看到，所有
梦想都开花，追逐的年轻
歌声多嘹亮。我终于翱
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
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优美的歌声响彻四
川广播电视台的演播室，
赢得台下观众雷鸣般的
掌声。这是登真翁姆在参
加四川电视台新闻频道
大型访谈栏目《非常话
题》之《格桑花开》节目录
制时所演唱的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