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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1月 12日电 （记者琼达卓嘎）记者从西藏自

治区卫健委获悉：截至目前，西藏大骨节病流行趋势得到有

效遏制，全区 54 个病区县全部达到国家消除标准。相关部

门自 2018 年起对西藏主要病区儿童的监测结果显示，大骨

节病连续 3 年无儿童新发病例。

据悉，西藏大骨节病流行历史长、病区范围广、病情重，

是病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要原因之一。多年来，西藏

不断推进综合防治措施。西藏自治区卫健委党组书记谭相

东表示，下一步将持续落实综合防控措施，巩固防治成果，

继续加强大骨节病区病情监测，动态掌握病情变化。同时，

重点加强大骨节病现症患者治疗和管理，开展现症患者的

综合帮扶工作。目前，西藏对登记的大骨节病患者 6886 人

及有病情线索的 1937 人开展了核查和甄别，确保到 2022 年

12 月底前所有患者得到有效救治，符合条件的患者全部纳

入救助范围。

西藏大骨节病流行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遇到爱，感知爱，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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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息，照亮人心，温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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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一场疑难病例讨论会间隙，患者鲁

恩杰到场，给医护人员送上一朵小

红花。

小 红 花 ，是 鲁 恩 杰 心 意 的 凝

聚。几年前，他遭遇了一场意外的

重度烧伤。断断续续住院两年，前

后做了 20 多次手术，是医护人员的

全力照护，让他重新站起来。在那

段最艰难的时期，鲁恩杰甚至动动

手指脚趾都做不到。这时，细心的

护士看出了他眼里的恐惧和绝望。

她俯身宽慰鲁恩杰，千万不要害怕

和着急，她会时刻在身边。接下来

很长一段时间，医护人员既治疗鲁

恩杰的身体，还不忘抚慰他的心灵，

陪他度过人生至暗时刻。

出院后，鲁恩杰加入到医院烧

伤科志愿者群体中。协助医护人

员，抚慰那些遭遇不幸的烧伤者，提

高面对现实的勇气。几年间，鲁恩

杰用心帮助很多患者走出阴霾，把坚韧的力量传递给

更多的患者，传递给更多的人。而且，他还是当地蓝天

救援队的队员。现场，医护人员因为他的坚强和奉献，

也送给他一朵小红花。

被爱温暖，被爱激励，将爱传递。鲁恩杰的故事，

特别动人。

动人处在于医护人员无私的爱。“有时去治愈，常

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人文关怀本就是医疗工作的

题中之义；我们可爱可敬的白衣战士，总是用仁心和仁

术、专业和奉献，当好“健康守门人”，践行“敬佑生命、

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筑起

护佑人民健康的钢铁长城。

动人处还在于这份爱的传递。笔者在采访中，遇

到过许许多多爱的传递案例，总让人心生感动。还记

得在吉林省农安县一所偏僻的农村小学，一位年轻的

小学校长带着孩子们踢足球，他和孩子们都笑得十分

开怀。这位校长就是这个村里土生土长的孩子，从这

所村小出发走出大山。大学毕业后他没有留在大城

市，而是选择回农村小学任教。他说，正是因为当年的

村小老师给了我爱和关怀，才让我走出了山沟沟。他

深深知道村里的孩子太需要老师了，所以“要把爱和责

任传递下去，让更多的孩子成才。”

遇到爱，感知爱，感恩爱，传递爱。让这样的大爱

生生不息，照亮人心，温暖社会。

让
爱
的
小
红
花
传
递

孟
海
鹰

本报北京 1月 12日电 （记者孙秀艳）记

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近日，湖北省牵头 19 省

份联盟中成药集中带量采购开标，157 家企

业的 182 个产品参与报价，采购规模近 100 亿

元；最终 97 家企业、111 个产品中选，中选率

达 62%，中选价格平均降幅 42.27%，最大降幅

82.63%。根据 19 省份联盟年度需求量测算，

预计每年可节约药品费用超过 26 亿元。这是

全国首次中成药联盟集中采购。

据介绍，多年来，中成药行业中一直存在

价格虚高问题。中成药质量难以评价、中成

药独家产品多等因素也为中成药开展集采带

来了困难。自 2018 年药品集采改革以来，尚

未有中成药纳入大范围集中带量采购。本次

集采顺利开标，标志着集中带量采购改革拓

展到了中成药领域，对全方位推进集中带量

采购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负责

人表示，由国家医保局指导，湖北省医保局牵

头，联合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等 19 省份组

成联盟进行中成药集采，就是要通过带量采

购，解决药品购销链条中量价脱钩、竞争不规

范、带金销售等问题，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低

的药价。同时也要净化行业环境，让药品回

归到治病救人的本质属性。

国 家 医 疗 保 障 研 究 院 价 格 招 采 室 主 任

蒋昌松表示，本次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价格结

果 达 到 了 预 期 ，总 体 上 符 合 量 价 挂 钩 的 原

则，且绝大多数产品特别是采购量大的产品

都达到了相当降幅。在后续勾选余量和采

购使用过程中，医保部门还会进一步引导医

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优先选择物美价宜的中

选产品。

每次药品集采结果公布后，中选价格都

会为社会关注。此次集采，个别产品组内不

同中选产品价格差异较大，对此，国家医保局

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负责人表示，“中成药

集中带量采购的目的并不是拉平价格，更不

是拉平生产企业的成本和利润，而是着力去

除或减少出厂价和终端售价间的虚高部分。

要改变不合理的销售模式，让中选产品不需

要过度营销，即可获得不低于原有市场以及

更多的销量，集体去‘虚胖’。”

这位负责人表示，中选价是企业结合质

量、疗效、供应、信用等因素报出来的，价格上

的差异反映了本次中成药集采没有“唯低价”

是取，回应了行业的合理诉求。

此 次 集 采 ，中 选 结 果 平 均 价 格 降 幅 超

出 预 期 30% 的 目 标 ，还 有 两 个 产 品 降 幅 高

达 80% 。

这位负责人表示，集中带量采购就是要

通过“招采合一”的办法，事先明确采购量，从

而保证中选企业不需要过度营销就可实现销

量，破除不合理销售机制对产业良性发展的

阻碍，引导企业把精力集中到药品质量疗效

上来。从长远看，集中带量采购有利于中成

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他表示，下一步，各地还会在不断总结的

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采购规则，力争实现更多

元目标的平衡。

全国首次中成药集中采购开标
中选价格平均降幅42.27%，预计每年可节约药费超26亿元

近 年 来 ，浙 江 省

玉环市加大沿海环境

的治理与保护，海洋

生态环境变化明显，

随着育苗、养殖技术

不断革新，渔业增效，

浅海滩涂紫菜养殖成

为渔民增收致富的重

要渠道。

图为 1月 12日，下

礁门浅海域的“海上

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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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中国）

紫菜丰收

渔民增收

“政府有帮扶，干不了重体力劳动，但我

可以接送孩子、照顾家！”茁壮成长的女儿和

越来越好的小日子，让伤残退役军人吕援雄

过得舒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不只残疾人群体，因病致困、新进城人

员、没有壮劳力的老年家庭……云南昆明、曲

靖、玉溪等地主动发现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众，

从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进行帮扶，提升了

城市困难群体的生活质量。

残疾人——

“靠本事吃饭格外香”

宋妍嫱第一次见到吕援雄时，吕援雄身

上缠满了纱布。2010 年 12 月 5 日，四川省道

孚县发生火灾，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吕援雄和战友奉命赶赴现场救援，因风

向突变，他和战友瞬间被大火吞噬。吕援雄

成为火灾中唯一的幸存者，但也伤痕累累。

全身烧伤面积高达 80%、10 个手指被截断、外

耳廓被烧掉。由于伤势过重，他长期在医院

住院治疗。

2012 年，宋妍嫱听说了吕援雄救火的英

雄故事，对军人的敬佩之情和对吕援雄的敬

仰之意，在心里悄悄萌发。每逢休息日宋妍

嫱便主动去看望吕援雄，悉心照料饮食起居，

帮助吕援雄重拾对生活的信心，最终，俩人缔

结良缘，走入婚姻。婚后不久，经曲靖市政府

联合多部门协同助力，宋妍嫱从宣威大山调

到市区的小河湾小学任教，一家人相聚更加

方便。

实际上，温暖不仅来自亲人。在曲靖市

福和纸制品包装厂，30 名员工中，残疾职工数

就超过了 20 人。包装厂负责人陈智一开始也

担心残疾员工的效率，结果员工的表现让他

刮 目 相 看 。“ 那 股 认 真 负 责 劲 ，特 别 让 人 感

动。”陈智说。

而为了扶持工厂接收安置残疾人，当地

税务部门主动上门提醒协助办理税收优惠。

2020 年至今，福和纸制品包装厂享受安置残

疾人就业增值税即征即退税收优惠政策，累

计退税超过 200 万元。为保障残疾人权益，推

动构建和谐社会劳动关系，让安置残疾人就

业的企业充分享受到国家优惠政策，曲靖市

税务部门联合财政、残联等部门，建立工作协

调运转机制，在制发政策文件、送政策上门、

明确征管工作等方面共同发力，互通工作经

验及措施，安排布置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的具

体工作。

技 术 的 进 步 ，也 让 残 疾 人 就 业 更 加 便

利。曲靖先丰福利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朱群

顺介绍，厂里的聋哑员工丁福柱今年 28 岁，但

已是 10 年厂龄的老员工。10 年前，丁福柱从

曲靖农村来，不识字，也不会手工。在老员工

的帮助下，这 10 年间，他不仅成为了服装厂的

一把好手，还学会了写字和用智能手机。如

今制衣设备多是电脑控制，朱群顺表示：“残

疾员工特别是聋哑员工，学习新的系统操作

技术没问题，不比健全人差！有工作，靠本事

吃饭格外香！”朱群顺说。

因病致困家庭——

“病治好，生活重回正轨”

“叔叔好！欢迎来我家！”昆明市盘龙区联

盟街道王旗营社区，人还没进屋，便听到了小明

明（化名）的声音。才 4 岁，却特别活泼开朗懂

礼貌，很难想象这个小小的身体已承受了几十

次化疗。

2017，小明明出生不久就被发现患有视

网膜母细胞瘤，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陷入困

顿。医生建议摘除眼球，“孩子那么小，摘掉

眼球，我这个做母亲的，会愧疚一辈子。”只要

有一丝希望，黄圆圆都不愿意放弃，又带孩子

到上海求医，得到的回复是：办法有，但费用

高，得用很多报销政策之外的贵药。治疗 4
年，花费 100 多万元，用光了家里所有积蓄。

“别看黄圆圆满头黑发，其实都是染的。

孩子生病，母亲急白了头。”王旗营社区民政

专干吴茜走访时，了解到黄圆圆家情况，2018
年帮母子俩申请了低保。“我们坚持‘按户施

保’和‘按人施保’相结合，黄圆圆家情况特

殊：孩子治病开销大，妈妈照顾孩子没法工

作，给母子俩都申请了‘单人保’，每月共 1400
元。”吴茜介绍。

即便有低保，对于一个需要治病的单亲

家庭来说，也是杯水车薪，社区又为黄圆圆介

绍附近超市的工作。“好在用工灵活，按小时

算钱。孩子身体好，我就多上点班；要是发

烧，就先紧着孩子身体。”黄圆圆说，一个月挣

千把块，起码能支付幼儿园学费。

低保、打工收入外，社区也充分利用政

策、调动资源，帮助寻求其他支持。孩子大病

来得突然，申请政府临时救助，去年领了 8000
元；向红十字会等社会组织反映，获得人道救

助；逢年过节，社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黄圆圆

家，送去米面油……

“最难熬的日子算是过去了。病治好，生

活重回正轨——我去上班，他去上课，我陪他

长大，他陪我变老。”说这话时，黄圆圆的眼眶

湿润了，泪水中既有陪伴儿子治病多年的辛

酸，也有对重新开始生活的喜悦。

记者走访发现，城市困难群体中不少是

因病致贫。在玉溪市，近 6 万名城乡低保对象

中，约 60%的人患有慢性疾病或大病，其次是

因残致贫，约占 28%。为此，玉溪市残联、卫

健委、医保局等部门主动协调，排查低收入家

庭中的重残、重病者，将符合条件的 1204 名重

残人员、390 名重病患者参照“单人户”纳入低

保保障范围。

老年人群体、新进城人员——

“有社区，真温暖”

领了多年 680 元，最近一次低保领了 800
元，王建国张登芝夫妻俩挺高兴。“有社区，真温

暖。一有政策调整，社区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只要符合条件，社区尽量帮我们申报。”昆明市

官渡区金马街道东华路社区居民张登芝说。

两口子年轻时打零工没有稳定收入，退

休后没有养老金，也没有子女赡养。在一次

家访中，社区工作人员了解相关情况后，帮夫

妻俩申请了低保等帮扶。加起来，夫妻俩一

年能有 3 万元。

“生活开销都没啥，主要是药钱。”张登芝

说，两口子节省，买点小菜、半斤肉，能吃三四

天；但王建国有糖尿病，一个月药钱六七百

块。“好在政策好：老伴住院有护理保险，每天

补贴 70 元；低保住院也有民政救助；再加上是

慢性病，各种政策算下来，去年 1 月份丈夫住

院，花了 3000 多元，只出了 300 多元，报销近

90%。”张登芝说，减轻医疗负担，就解决了老

年生活的一大难题。

和老年人联系最紧密的是社区。社区工

作人员周丽华通过社区先锋管家定期了解老

年居民的生活近况，不少老人反映生活孤独，

社区便鼓励老人多参与社区活动。“每天搞搞

卫生，楼道干净了，心情舒畅许多；社区办活

动，我去搭把手，认识不少人。”张登芝主动当

楼栋网格员，打扫 5 个网格单元，每月有 500
元收入，还能补贴家用。

社会对老年人群体也越来越关爱。“如今

我们不但能免费坐公交，还能免费坐地铁！

前几天我坐地铁去大观楼，没花一分钱，又舒

服又快捷。”说起在乘坐公共交通方面享受的

优待，张登芝难掩兴奋。

凭本事吃饭，谁都有底气。针对新入城

的易地搬迁安置户，在云南省鲁甸县卯家湾

安置区，中建二局鲁甸项目部在工地上建起

了农民工帮扶夜校。从只能干杂活，到经过

培训后，砌砖、浇筑样样在行，农民工周应先

一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好。

政府关怀、社会关爱，云南各地城市困难群体受到系列帮扶——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本报记者 杨文明

核心阅读

近年来，云南省多措并举
帮扶困难群众：提供税收优
惠，支持工厂安置残疾人就
业，让其实现稳定增收；对于
因病致困家庭，通过帮忙申请
政府临时救助、联系介绍工作
等方式，助其渡过难关；为经
济困难的老年人申请低保、提
供民政救助……一系列兜底
政 策 与 措 施 ，温 暖 了 群 众
的心。

■办好民生实事R

本报兰州 1月 12日电 （记者银燕）日前，甘肃省人民

政府印发《甘肃省妇女发展规划（2021—2030 年）》，力促甘

肃全省在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领域取得更为明显的实

质性进展。

根据《规划》，鼓励支持妇女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贡

献力量。就业人员中的女性比例保持在 45%左右。促进女

大学生充分就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的女性比例达到

40%左右。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女性比例达到 40%以

上，保障农村妇女平等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

等权益，平等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

征用安置补偿权益。

各级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的女性比例逐步提

高。各级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会委员中的女性比例逐步提

高。县级以上政府领导班子中的女干部比例逐步提高，担

任正职的女干部占同级正职干部的比例逐步提高。各级各

类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中的女性比例逐步提高。企业董

事会、监事会成员及管理层中的女性比例逐步提高。

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达到 30%以上，村委会主任中

女性比例逐步提高。社区党组织成员、社区党组织书记中

女性比例逐步提高。社区居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保持在

50%左右，社区居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达到 40%以上。

开展对文化传媒工作者和传媒相关专业学生的性别平

等培训，提升文化与传媒领域性别平等传播能力。加强对

公共文化产品和传媒涉及性别平等内容的监测和监管，吸

纳性别专家参与相关评估，消除网络媒体、影视产品、公共

出版物等出现的歧视贬抑妇女、侮辱妇女人格尊严、物化妇

女形象等不良现象，规范网络名人和公众账号传播行为。

完善违规行为警示记录系统，优化线上舆情预警和线下评

估处置机制。

甘肃出台规划促进妇女平等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