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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外冷飕飕，屋内暖烘烘。坐

在敞亮整洁的新房里，内蒙古乌兰

察布市兴和县城关镇二台子村的陈

金娃，脸上挂着笑，“感谢党的好政

策，让我住上了这么好的房子。”陈

金娃的丈夫英年早逝，她独自拉扯 3
个儿子成家立业，自己一直住在设

施陈旧的老屋内。受益于危房改造

好政策，2020 年夏天，陈金娃住进了

新砖房，开启了新生活。

据介绍，乌兰察布全市农牧民

的住房大部分建造于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改造前危房比例超过八成。

从 2009 年到 2020 年，乌兰察布持续

推进农村危房改造，29.3 万户 67 万

农牧民实现安居。

“这天这么冷，要是放在过去，

一家人又得挨冻了。现在这新房子

住着真舒坦，我这大半辈子，数这会

儿活得最幸福了！”坐在亮堂堂、暖

洋洋的新房里，二台子村脱贫户段

志平感慨地说。

段志平患有肺心病，劳动能力

弱，儿子有残疾。老房子雨天漏、冬

天冷，窗户小，白天都黑漆漆的。“那

些日子，过一天算一天，哪里敢想能

住上新房。”段志平一度过得灰心丧

气。精准扶贫好政策让段志平从

“熬日子”变成了“奔日子”。“根据段

志平家情况，我们为他办理了低保，

并给他儿子安排了保洁员公益岗

位。在‘点餐式’产业扶贫政策的支

持下，他家还养了牛。”二台子村村

支书粱艳介绍。

要说这些年最让段志平高兴的

事，还是盖新房、搬新居。在危房改

造政策补贴的支持下，2019 年他家

拆掉危房，盖起了新砖房。新房子厨房、卫生间、客厅、卧室

一应俱全，自己只掏了 1 万多元。住房安全有保障，其他各

项指标都达标，当年段志平家顺利脱贫。截至目前，乌兰察

布市 4.3 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10 万脱贫群众告别危房，住

上安全房，过上了安居乐业的舒心日子。

“这房子是 1995 年给儿子娶媳妇时盖的，在当时还算

不错的了。”凉城县岱海镇杜家村脱贫户曹米换的老房子，

除了地基、顶棚、窗户以及前门脸装裱的一层红砖，其他都

是土坯，2018 年被鉴定为 C 级危房。

在乌兰察布市农村，像曹米换家这样的 C 级危房十分

普遍。农户普遍自筹资金能力较弱，危房改造如何好事办

好、让群众满意？

依托内蒙古工业大学的技术支撑，乌兰察布市探索推

广危房维修加固改造技术。曹米换家的房子，采用的就是

这种技术。改造后的房屋墙体比新盖的砖瓦房都厚，非常

牢固，保暖效果也非常好。除了主体结构加固，危房改造项

目还为房子吊了顶，铺了瓷砖，换了门窗，装了室内卫生间，

曹米换一家的居住条件大为改观。“自己只花了 2000 多元，

真不赖！”曹米换由衷点赞。

“农村老人多，维修加固的改造方式不需要搬家折腾，

花费也少，改造后安全有保障，住得又舒服，群众十分认

可。”凉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农村危房改造办公室主任裴

东伟介绍，这种改造方式花钱少效果好，得到了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专家验收组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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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7 点多，梅姐就已经来到岗位上，虽然上班时间是

8 点，但梅姐总觉得提前过来准备才比较安心，“我得过小

儿麻痹症，能得到这么一份工作，很不容易。”

梅姐全名吕金梅，今年 49 岁，来自广西龙州。因为身

体原因，吕金梅此前没出过县城，也从没外出打过工，她觉

得不会有工厂愿意招收。2017 年，广东江门鹤山市与广西

龙州县建立扶贫协作关系，两地探索搭建残疾人就业服务

平台，得知消息的梅姐，来到鹤山的一家企业。

“以前家里靠种甘蔗为生，全年收入不到 1.5 万元，过年

才舍得吃肉。现在我一人每月就能有 5000 多元收入。”从

刷漆工做起，梅姐因为踏实仔细，被调整到了更关键的质检

岗位。平日里，梅姐乐观肯干，是厂里的明星员工，也带着

与她情况类似的老乡融入新的环境。

据该公司人事行政部经理徐慧介绍，公司为了让残疾

工人能够更好地适应岗位，安排了一对一的辅导，并优先让

残疾人 3 次挑选岗位。平日里也会有各种活动，让他们能

跟其他员工熟悉起来。

据了解，2020 年广西龙州通过残疾人就业协作平台来

到鹤山工作的员工共有 59 人次。“历经多年的努力，帮扶残

疾人就业工作已成为鹤山市人社部门参与扶贫协作和贫困

人员就业的品牌项目，得到了广西崇左、云南楚雄等地群众

的高度认可。下一步，鹤山市人社部门将加强与企业沟通

协调，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工作岗位。”鹤山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陈自力表示。

广东鹤山帮扶残疾人就业

为他们铺平增收路
本报记者 姜晓丹

“去年住了两次院，一共花了 1
万多块钱。要搁以前，又得东拼西

凑。可现如今，各种补贴一算，家里

就掏了不到 200 块钱不说，还又给了

6000 多块的补贴。”站在政府帮着免

费翻修的瓦房前，辽宁省西丰县和

隆乡九如村村民陈香森感激地说。

65 岁的陈香森和老伴均为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老陈患有早期肺

癌和冠心病，老伴也患有支气管哮

喘，需要常年打针吃药。“老人经过

国家的基本医保、大病救治以及辽

宁省的医疗补充保险、铁岭市健康

保险、西丰县防贫保险等报销后，个

人只花了 200 元左右。四级医疗保

险，也让贫困户织牢了保障网。”西

丰县扶贫办主任迟泽光告诉记者。

除了基本的住院报销外，陈香

森和老伴均领取了特慢病证，这样

一 来 ，每 个 月 门 诊 用 药 可 以 报 销

200 元。“基本上平常的看病买药都

能解决了。”老陈告诉记者。

除报销了各类医疗费用外，更

让老陈感到意外的是，他还领取了

好几种补助。记者看到，由于患有

癌症，老陈得到了面向贫困户患有

大病而推出的定额补助，共计 6200
元。其中，2018 年辽宁省医疗补充

保险补助 2000 元，2019 年辽宁省医

疗补充保险补助 1000 元，2020 年西

丰县防贫保险补助 3000 元，辽宁省

医疗补充保险补助 200 元。

现在，老陈病情已经得到控制，

生活能够自理。他还给记者看了个

账本，“我这房屋给了补贴 5000 元，

扶 贫 产 业 效 益 分 配 又 有 个 1000
元。我俩还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今

年共计 5372 元。日子过得挺好，我

这心情也好了。”

西 丰 县 位 于 辽 宁 省 铁 岭 市 东

端。该县共有 18810户 39958名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其中因病致贫返贫的

就达 28900 余人。通过为全县 18 个

乡镇建档贫困人口统一建立的医保

扶贫对象动态综合管理系统，西丰现

在已经实现建档立卡人口应保尽保，

贫困人口医疗保障制度全覆盖，基本

医 疗 保 险 、大 病 保 险 覆 盖 率 达 到

100%的目标。此外，西丰县先后提

高了贫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

险和医疗救助等报销比例，加大了对

贫困患者医疗保障力度。贫困人口

在铁岭域内就医费用经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健康保

报销后剩余部分由医疗机构兜底，不

用贫困患者花一分钱，直接住院、免

费出院。

据 统 计 ，2020 年 初 至 今 ，西 丰

县建档立卡贫困患者享受医疗扶贫

政策 10.58 万人次，实际报销医疗费

5247 万元。此外，西丰县还对全县

应该享受参保补助的 22076 名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参保缴费给予资助，

资助金额每人 100 元，共计资助金

额 220.76 万元。

依托医疗扶贫举措，西丰县实

现了因病致贫返贫人口顺利脱贫。

不仅如此，“十三五”时期，该县累计

投入产业扶贫资金 2.53 亿元，实施

产业扶贫项目 295 个，实现了贫困

县顺利摘帽，120 个贫困村全部销

号，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辽宁西丰加大对贫困患者保障力度

医疗扶贫 挡住因病致贫
本报记者 刘洪超 刘佳华

南宁多措并举促就业

本报南宁 1月 18日电 （记者庞革平）2020 年，广西南

宁市努力缓解疫情对就业带来的影响，较好地完成各项就

业工作目标任务，实现全市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去年，南宁市城镇新增就业 6.69 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

就业 1.57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7405 人，全市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 6.37 万人。为各类企业降低成本，减免社

保费 50.73 亿元，发放 23 项（类）稳就业有关奖补 8.88 亿元，

惠及企业 6.5 万家次，惠及群众 109 万人次。

南宁市还积极克服疫情影响，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

280 场，发布企业招聘岗位 41.29 万个。重点促进贫困人

员、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就业，鼓励企业开发 6600 多个公

益性岗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引导开发村级临时性公

益岗位、扶贫公益性岗位 1.79 万个。

本版责编：商 旸 徐 阳 周春媚

“作为党员、医生，在关键时刻

必须站出来。”河北省胸科医院发热

二病区临时党支部党员池跃朋说。

“冲上去、顶得住！”石家庄市藁

城区南桥寨村党支书杜胜涛等一班

人，遇上“大事”没有退缩。

“这里危险，我们坚守，谁也不

要替换我们！”驻守藁城区小果庄村

的藁城区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副大队

长张月礼，对大队领导“吼”道。

党旗在抗疫一线飘扬。这次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石家庄、邢台、

廊坊共 50 多万名党员奔赴抗疫一

线，一线医务人员中党员超过 1/3。
各条战线的党员冲在前、作表率，各

级党组织构筑起抗疫坚强堡垒，成

为群众的主心骨。

面对大考
党员带头站出来

这里是与死神决斗的战场。

河北省胸科医院发热六病区临

时党支部书记王鑫是重症医学科主

任，他坚守的 ICU 是生命的最后一

关。目前石家庄的重型、危重型患

者都在该院。“重症患者年龄大、基

础病多，病情变化很快。我们随时

待命，很难连续休息。”

一位老人入院时就是重症，反

复出现休克。王鑫连续盯了 10 多

个小时，下班后仍不放心，怕老人病

情恶化，从酒店赶回来不及，干脆就

躺在医院清洁区休息，随时准备冲

进 ICU。

“你怎么也在这里！”“我们来支

援！”1 月 8 日，该院发热二病区临时

党支部的池跃朋，在更衣区听到一

个熟悉的声音，原来他的妻子——

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科的牛波也在

这里。这对战友夫妻在抗疫一线

邂逅。

疫情发生后，池跃朋响应医院

党委号召加入第一梯队，每天忙到

很晚才回集中住宿的酒店，也没给

家人打电话。“我们都是医生，都清

楚对方在忙什么。”

病毒无情，考验来了。“作为党

员，又是传染病医生，这个时候必须

冲上去。”池跃朋说，“我们做的都是

分内的事。”妻子牛波是党员，也在

单位申请加入第一梯队，随后紧急

带队支援河北省胸科医院。两口子

在不同病区，偶尔在更衣区碰上，就

互相打气鼓劲。同事给他们拍了一

张身穿防护服的合影，两人的手紧

紧扣在一起。“有专家团队保障和兄

弟医院支援，病区 10 个医生里 5 个

是党员，大家齐心协力一起上！”

“妈妈，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

回来？”河北省胸科医院发热十二病

区临时党支部的侯志华，已 10 多天

没回家，两岁的女儿打来电话，让她

心头一酸。她的爱人在本院放射

科，也是党员。她加入第一梯队，爱

人在岗待命，两个孩子交给姥姥。

姥姥阎纪萍是该院退休党员，鼓励

他们安心工作，还为他们鼓劲：“要

是需要，我也可以重回一线。”

党徽亮出来，党旗飘起来。截

至 1 月 18 日晚，河北省胸科医院收

治确诊和无症状感染者共 469 名。

该院在职党员 362 人，111 人进入救

治梯队，其余党员为后备。为了让

党员带头鼓舞士气，医院组建 12 个

整装救治梯队，党员亮出身份，在一

线分别成立 12 个临时党支部。医

务处、护理部、感染性疾病科等分别

成立党员突击队，院感处和防护保

障组成立党员先锋岗。

作表率、战疫情，他们也是普通

人，不同的是这些同志在党旗前宣

过誓。据河北省委组织部介绍，当

前在石家庄、邢台等抗疫一线，1/3
的医务人员是党员。

危难时刻
要当群众的主心骨

“我盼着赶紧治愈出院，村里和

乡亲们还有一大堆事要办。”躺在石

家庄市人民医院隔离病房，藁城区

增村镇南桥寨村党支书杜胜涛急火

火的。

南桥寨村离小果庄仅 1 公里多，

常住村民 1800 多人。疫情突发，杜

胜涛带领村两委，发动全村 100 多个

党员忙前跑后。他们组织村民开展

4 轮核酸检测，杜胜涛协助医务人员

转运几十名患者。一班人住在村委

会，曾经连着 3天顿顿吃泡面。

遇到难题，党员带头。根据统

一部署，1 月 9 日全村群众要转移到

集中隔离点，开始许多村民不理解，

也不愿走。当天夜里 11 点，杜胜涛

动员父母一家人带头转移。母亲在

家里徘徊不舍，最终还是上了车。

首批转移的 100 多人大多是党员、

村干部及其家人。

村民杜连江的母亲常年卧病在

床，行动不便，老党员、村主任杜书

林带着几个年轻人，用担架把老人

抬上车。随后两天，村民全部安全

转移。

在村里收尾的杜胜涛刚刚长出

一口气，突然接到电话——他的核

酸检测呈阳性，要马上隔离。“我前

3 次核酸检测都没事，可能是转运

患者时感染的。”15 日他确诊住院。

藁城区是疫情高风险地区，杜

胜涛住院了，更多的党员、村干部等

依旧奔波在防疫一线。

“放心！明天上午按时派车送

你去医院。”连日来，石家庄市新华

区西苑街道国泰街社区党总支书记

李东军的手机响个不停。

在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中，国

泰街社区工作人员李瑞芝连日劳

累，1 月 7 日突发心梗，倒在工作岗

位上，经抢救无效去世。

让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

根据其生前表现和向组织递交的入

党申请，13 日，李瑞芝被追认为中

共党员，河北省委号召全省各级党

组织和党员向她学习，在抗疫一线

接受考验。

李瑞芝离开了，更多的党员、志

愿者站出来。1 月 16 日，西苑街道

发 起 成 立“ 李 瑞 芝 爱 心 志 愿 服 务

队”，招募 10 台汽车和志愿者司机，

给每个社区分配一台，为老弱病残

孕以及急需用车的居民服务，李瑞

芝的儿子安煦也加入进来。

李 东 军 说 ：“我 们 在 群 里 一 招

呼，就有 153 人主动报名当社区志

愿者。”“大伙儿都很积极，街道共有

1000 多名志愿者为群众服务。”西

苑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枫说。

擦亮党徽，为党旗添彩。从城

区到农村，随处可见身穿红马甲的

基层党员干部、志愿者。桥西区成

立 152 个社区临时党支部，组建 325
支党员志愿服务队。石家庄市共有

农 村 党 组 织 4050 个 、社 区 党 组 织

727 个 ，齐 心 构 筑 防 控 疫 情 的 堡

垒。全市共 20.1 万名党员投入防控

一线，动员 6.8 万名志愿者，协力为

群众服务。

越是困难
越要接受考验

1 月 2 日，藁城区增村镇小果庄

村发现疫情，区公安局特巡警大队

副大队长张月礼，奉命连夜带领 21
名队员驻守小果庄村。

那些天冷风刺骨，室外温度猛

降到零下 17 摄氏度。他们的桶装水

冻成冰块，要使劲磕碎，再烧开水。

最初几天，队员们换班后就穿着防

护服，坐在中巴车上眯一会儿。大

家很难按时吃饭，盒饭经常凉透。

张月礼的胃病犯了，当时买药不便，

他就喝点热水暖一暖，继续坚守。

“都 知 道 这 儿 有 危 险 ，越 是 危

险，我们越要留下来。我们已经熟

悉情况，别让其他同志再来冒险。”

连续驻守多天，大队想派员轮换，张

月礼坚决不换。

12 日，小果庄村群众全部转移

到集中隔离点。“村民家里没人，我

们责任更大，要定时巡逻，注意财物

和防火安全。”张月礼是老党员，队

员中还有两名党员，他们一直坚守

至今，没一个“怂”的。

舍 小 家 、为 大 家 ，尽 心 守 护 一

座城。

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警务

保障室民警李红梅负责物资保障，

为方便分发，她总是提前一天晚上

加班将分给各单位的物资归类。1
月 3 日，12 岁的儿子骑车时被电动

车撞倒，腿上受伤。她正带儿子在

医院包扎，突然接到调配防疫物资

的通知。她把儿子留在医院，叮嘱

几句，匆匆赶回岗位，及时分发物

资，为战友奔赴一线护航。

保安宁，战疫情。正定县公安

局诸福屯派出所党员民警张晓猛，

家人封闭在小区。他奉命第一时间

到机场周边调查，与流调部门摸排

各类人员共 1400 多名。 13 日晚他

刚结束摸排，又接到紧急任务：到新

开建的黄庄公寓集中隔离点南口检

查站值守。这些天他吃住在检查

站 ，管 控 非 施 工 车 辆 2000 余 辆 共

5000多人，保障施工现场正常秩序。

疫情当前，石家庄市公安机关

全员上阵，共 2 万多名民警辅警奋

战在防控一线，九成以上为党员。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

谁……”他们的名字在警徽中闪光。

河北50多万名党员坚守抗疫一线——

站出来 冲上去 顶得住
本报记者 徐运平 张志锋 马 晨 申少铁

最 近 ，位 于 江

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罗溪镇的一座智慧

农业园的大棚内，

村民们忙着采摘成

熟的西红柿。该农

业 园 2020 年 建 成

投产，年产西红柿

4900 吨，全部通过

生 鲜 电 商 线 上 销

售 。 随 着 春 节 临

近，订单爆满，在此

就业的村民轮班上

岗，保证市场供应。

时 雨摄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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