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中秋，笔者从网上购买了礼

物，准备送给外婆。外婆家住农村，离

镇里的快递收发站有段距离。考虑到

老人取货不便，笔者提前给住在镇里

的表姐发消息，请她代收。表姐说，今

年年初，村里新设了几个快递站，其中

一个离外婆家很近。老人平常走路去

取件，只用几分钟，很方便。

取件方便，加上东西便宜实惠，外婆

学会了网购。如今她自己也能用手机购

买生活用品，尝到了网络购物的甜头。

外婆的经历，正是快递进村逐步

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的缩影。

近年来，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出台，加

速了快递进村的步伐，而且成效已经

显 现 。《 快 递 进 村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2020—2022 年）》印 发 ，明 确 到 2022
年底，符合条件的建制村基本实现“村

村通快递”。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

1—7 月，农村地区包裹和快递的收投

量超过 200 亿件，带动农产品进城和

工业品下乡近万亿元。

快递进村让消费品进得来，乡亲们

的生活品质提高了。相比于城镇，农村

居民住所分散，人口密度低，偏远山区更是交通不便。这些

都导致运输包裹时间长、成本高。服务进不来，村民过去寄

取快递只能跑到镇里或县里的站点，费时费力。快递进村

后，寄取快递不用再跑远路，也不必麻烦别人代寄代收，给

乡亲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快递进村让农产品运得出，乡亲们的钱袋子更鼓了。

近年来，农村电商发展驶入快车道。优质农产品远销各

地，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要让山货特产卖得好，完善乡

村物流十分关键。据表姐讲，今年家乡的荔枝成熟时，不

少老乡借助网络销售，提前收集订单，统一采摘后将产品

送到快递站点，当天就可以发货和配送。比起过去只能等

上门收购，现在村民主动性更强、收入更高了。

一份跨越千里的包裹、一个家门口的快递站点，承载

了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让快递进村入户，是为

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重要抓手。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

下，乡村物流会越来越畅通，家乡的亲人们会享受到越来

越便捷的快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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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物流越来越畅通，
乡亲们会享受到越来越便捷
的快递服务

■民生观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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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户——

多种补贴兜好底
免费服务进家门

走进陶月芬的家，陈旧的家具，老旧的家电，

两个房间，一个住着半失能的婆婆，一个放上下

铺住着陶月芬和她的女儿。由于堆放了太多物

品，原本就不宽敞的屋子显得更拥挤了。

陶月芬的家位于广西南宁西乡塘区南罐

社区。社区共有 3780 户住户，其中 87 户是低

保户，陶月芬一家也是其中之一。

2014 年，陶月芬的丈夫因病去世，家中收

入锐减。2019 年，婆婆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医

疗开销让本不富裕的家庭几乎掏空了积蓄，

“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压力很大，晚上光躺

着，就是睡不着。”

为照顾婆婆，陶月芬辞去了稳定的工作，

趁照料老人的间隙做小时工。“最忙的时候一

天要打好几份工。”回想起来，陶月芬眼泛泪

光，“早上 6 点起床给孩子做饭，送孩子上学以

后就去打零工，有时候要忙到半夜 12 点才能

回来”。

同住一栋楼的楼栋长了解到陶月芬家的

状况后，领着她到社区办事处申请低保。“过

了十来天，我接到电话说低保办下来了，一个

月的低保金马上就到账了。”陶月芬说。除低

保金外，婆婆每月能领医疗救助金，民政部门

还为低保户办理了物价补贴。截至今年 5 月，

陶月芬一家收到物价补贴 2265 元。电力、自

来水公司基于低保户名单，每月免去一定额

度的电费和水费。陶月芬说，“一年能省不

少呢！”

除了物质帮扶，其他方面的扶困工作也

跟上来了。“志愿者给婆婆做过很多次上门按

摩了，效果挺好！”当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

目，为低保家庭老人提供每月 4 小时的生活照

料、康复保健等免费服务；妇联为低保家庭妇

女提供免费的两癌筛查，陶月芬抽时间去做

了检查，“做了心里踏实一点！”

“过节社区来家里慰问，送来慰问金、米

面油和孩子的零食。”陶月芬说，社区氛围很

好，这些温暖给家里带来了许多慰藉，“今年

儿童节，还有志愿者来家里给孩子送学习用

品，孩子开心得很。”

如今，人人都说陶月芬脸上的笑容变多

了。“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最大

的心愿就是女儿成才。我常鼓励她好好学

习，以后的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陶月芬说。

重病患者——

参加长期护理险
专人照料减负担

梳理头发、清洗面部、按摩身体……上午

10 点，家住河北邢台襄都区尚泉城小区的赵

红为母亲刘玉秋预约的两个护理员便准时上

了门。

“今天咱们得帮阿姨换下胃管，然后做个

检查。”随护理员一同来的还有巡诊医生武俊

萍。测量血压、监测心电、更换胃管、询问家

属情况……每一项武俊萍都仔仔细细。“咱们

还是得多加护理，注意别让老人长褥疮了。”

离开前，武俊萍不忘多叮嘱几句。

去年初，84 岁的刘玉秋突发脑梗住进了

医院。住院近一个月，因为无法正常吞咽，医

院给刘玉秋插上了胃管用于日常进食。“住院

期间有医生每天悉心照看治疗，出院后医保

又直接结算了大部分费用，这些都没怎么让

我费心。”但让赵红犯愁的是出院后母亲的看

护问题：由于患病，母亲不能自主活动，主治

医生一再交代要静养少动，多加护理。

可应该怎么护理，赵红也不太清楚。回

到家，赵红和哥哥赵兵只能硬着头皮上阵，轮

流看护。“我们只能给洗洗脸、擦擦背，不敢随

便按摩，怕掌握不好力度适得其反。”最难的

还数更换胃管。兄妹俩都不专业，只能定期

背着母亲去附近的医院进行更换。可这样一

来，家人劳心费力不说，上下楼梯的颠簸和路

途上的奔波也把需要静养的母亲折腾得够

呛。这可急坏了赵红，怎么办？

有一次，赵红的爱人出门散步，偶然间在

社区公告栏看到了全市推广长期护理保险的

信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赵红拨通了咨询电

话。没过几天，医保定点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

便上了门。经过采集信息、录入登记、情况鉴

定、公示等流程后，刘玉秋便可以享受到长期

护理保险居家护理服务。“没想到会这么快，”

赵红说，公示期结束后的第二天，专业的护理

人员便上门服务了。“一个月有 10 次护理和 1
次巡诊，这真的是解决了我们的大难题。”

为解决失能人员的长期护理保障问题，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2019 年 3 月起，邢台市面向全市居民推行长

期护理保险。“我们与全市 135 家定点服务机

构达成了合作，由定点服务机构派出专业的

护理人员为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提供及时、

专业的护理服务。居家护理所产生的费用个

人仅需承担 15%，剩下的 85%由长期护理保险

报销。”邢台市卫健委工作人员费立华介绍，

截至目前，邢台市已实现全市参保人员长期

护理保险全覆盖。

得益于近一年的居家护理服务，刘玉秋

的状态比出院那会儿好了很多，以前日渐蜷

缩僵硬的四肢也慢慢舒展开来。“长期护理险

不仅改善了母亲的状态，还大大减轻了我们

的负担。”赵红说。

家庭困难学生——

帮扶政策伸援手
助力实现大学梦

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吉林大学大一学生

谭静仪身上，她正在伏案学习。

可在一年多以前，谭静仪的生活却不是

这般平静美好。谭静仪是重庆忠县忠州街道

白桥溪社区居民，去年 1 月，她的妹妹患上了

疑难病，昏迷不醒。为了给妹妹治病，家里总

共花费 20 多万元，日子一下子变得十分困难，

谭静仪连买一件衣服都得反复掂量。

父亲在家照顾妹妹，全家仅靠母亲每月

不到 3000 元的收入生活，经常入不敷出，还得

到处找亲戚朋友借钱。

去年高考，谭静仪以优秀的成绩考上吉

林大学，可她却高兴不起来。看着父亲一下

子老了很多，多了不少白发，她想放弃上大学

的机会，给家里省点钱，“妹妹治病要花很多

钱，家里这么困难，我不想让爸爸妈妈那么

累，想出去打工挣钱，减轻他们的负担。”谭静

仪说。

“ 静 仪 ，妹 妹 病 了 ，但 你 也 有 自 己 的 人

生。你好不容易才考上大学，不能就这样放

弃。爸爸妈妈会想办法，政府也会帮助我们

的。”妈妈安慰她。

了解到谭静仪家里的情况后，当地党委政

府及时提供援助。谭静仪妹妹生病后，除了医

保报销，当地还给予民政医疗救助、民政临时救

助、“民政惠民济困保”等多项帮助。此外，全家

4人享受低保政策，每月共有 2680元。

为支持谭静仪读大学，当地“圆梦助学”

行动资助 5000 元，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8000
元。大学期间，学校每年都会给她发放助学

金 4000 多元。谭静仪自己也很努力，最近找

了一份兼职，每月能有 500 元收入。

“对我们来说，好政策就像是冬天里的暖

阳 。 正 是 有 了 这 些 帮 助 ，我 才 有 机 会 读 大

学。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谭静仪对

未来重新燃起了希望。

“不能让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重庆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市教委

在 落 实 国 家 学 生 资 助 政 策 的 基 础 上 ，出 台

了 一 些 地 方 资 助 政 策 ，实 现 从 学 前 教 育 到

研究生教育学段全覆盖，涵盖特困救助、城

乡低保、残疾困难学生等各类群体，资助项

目丰富，包括奖学金、助学金、减免学费、助

学 贷 款 等 各 类 项 目 。 2020 年 ，全 市 资 助 各

类 学 生 656.92 万 人 次 ，落 实 各 类 资 助 资 金

66.1 亿元。

减轻经济负担、提供多种便利，各地为生活困难群体解难题——

日子一天天更好起来
本报记者 祝佳祺 邵玉姿 刘新吾

核心阅读

对生活存在困难的城
市居民，各地采取了多项举
措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发
放低保金、医疗救助金、物
价补贴，减轻低保户的经济
压力；推行长期护理保险，
让重病患者能以较低价格
享受到专业的护理服务；落
实资助政策，提供助学贷
款、助学金，不让家庭困难
学生失学。

■关注城市困难群体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