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近中午，记者跟随社区工作人员来

到许梅家时，她正在厨房准备午餐。厨房

的桌面上，切成丁的番茄、新鲜的葱末、刚

炒 出 的 一 盘 鸡 蛋 一 字 排 开 ，饭 香 飘 进 了

客厅。

“早上趁着女儿还没醒，去张大爷家打

扫了卫生，回来刚好做饭，两不耽误。”许

梅说。

今年 3 月以来，在江苏省南京市统一

开展的“特殊困难群体救助帮扶专项排查

整治行动”中，栖霞区尧化街道尧新社区副

主任张莉走访了解到许梅一家在疫情中的

困难，帮助她找到兼职，贴补家用还能照顾

家里——不只是简单的送钱送物，这份兼

职让她更有获得感。

上门走访解难题
真情服务送到家

“ 还 能 适 应 吗 ？ 和 老 人 相 处 得 怎 么

样？”刚坐下，张莉便问道。“很方便，时间

也 灵 活 ，适 应 得 很 好 。”许 梅 话 语 中 满 是

感激。

许梅夫妻俩以前在上海工作。 2020
年，2 岁的女儿患上一种罕见病，从会说会

走到渐渐瘫痪在床。两人辞了工作回到南

京老家，丈夫张强当上一名外卖员，负责全

家生活开销和女儿每月的康复费用，许梅

则全职照顾孩子。

对于这个家庭，社区一直十分关注。

在张莉的帮助下，许梅去年为孩子申请到

残疾证，每月获得补贴共 1240 元；逢年过

节 还 有 社 区 共 建 单 位 送 上 慰 问 金 、慰

问品。

今年 4 月，张莉和同事对照困难群众

名单上门走访时，许梅向她倾吐了心中的

想法：自己想干个兼职贴补家用。但女儿

离不了人，自己也没有什么技能证书，只能

在家做做手工活。

回去后，张莉想起尧化街道有一个“时

间银行”志愿服务项目，比较符合许梅的情

况。于是第二天，张莉再次上门走访，询问

许梅是否愿意利用碎片时间，为社区高龄

老人扫扫地、做做饭，累积的时间可以兑换

生活用品或在需要时兑换照护服务。为方

便她随时回家照顾女儿，特意安排了隔壁

楼栋、生活尚能自理的老人。许梅立即答

应下来，在 5 月中旬正式“上岗”。

记者从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今年 3
月以来，由街道包村干部牵头，以村（居）两

委成员、村民小组长、网格员为主体，吸收

社工等参与，南京成立摸排工作小组 2614
个、摸排工作人员 10168 人，高效有序推进

特殊困难群体救助帮扶专项排查。通过走

访，全市共梳理排查已纳入保障和服务的

A 类对象 14.7 万人、未纳入保障但可能存

在特殊困难或风险的 B 类对象 2776 人，因

人制宜采取“资金+物质+服务”的立体化

救助方式，最大程度发挥社会救助的综合

效应。

多重渠道接诉求
临时救助快速办

下午 1 点不到，秦淮区五老村街道民

生保障部副部长杨春与救助中心负责人张

玲 玲 匆 匆 吃 过 午 饭 ，就 带 上 基 本 材 料 出

发了。

这天上午，秦淮区民政局收到一件南

京 12345 政务热线工单。工单显示：来电

人刘灵是一名盲人，去年和妻子开了一家

盲人按摩店。本有肢体残疾的妻子患上红

斑狼疮，3 月、4 月的疫情更让一家人的生

活雪上加霜，“积蓄花光了，妻子过几天要

拿药，如果中断就有生命危险”。区民政局

工作人员当即与刘灵电话沟通，核准常住

地与救助需求，根据属地原则第一时间转

办至五老村街道。

杨春联系上刘灵，约好午后就上门。

记者也跟着他们一起前往。从街道出发，

步行 15 分钟后，来到位于龙台国际大厦 12
层的这家盲人按摩店。

“刘师傅，我们是五老村街道的工作人

员。您在热线中反映遇到困难，我们这次

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张玲玲拖过一

张凳子，坐在了刘灵旁边。

“我和妻子每月医药费得三四千元。”

刘灵说，小店因疫情关闭近 3 个月，没有收

入来源，和房东商量减免了一半租金。现

在积蓄花光了，妻子的医药费还差了一点，

他愁得睡不着觉。

杨春对刘灵出示的身份证、残疾证、诊

断证明等进行核查并拍照留存，又指导他

的妻子填好临时救助申请书，然后掏出一

个信封：“这是从社区临时救助备用金中先

行支取的 2000 元，你来数一数。”

“不用数，不用数，感谢政府给我们送

来救命钱！”刘灵没想到立即就能领到救助

金，激动得有点哽咽。

记者看了看时间，从进店到出门，还不

到半小时。“临时救助实行先行救助、后补

程序，回去后，我们再走完后续流程。”杨春

告诉记者，根据南京市《关于进一步做好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对受疫

情影响无法返岗复工、连续 3 个月无收入

来源，生活困难且失业保险政策无法覆盖

的农民工等未参保失业人员，未纳入低保

范围的，经本人申请，由务工地或经常居住

地街镇或区民政部门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

金，帮助其渡过生活难关。

建立信息数据库
自动预警快帮扶

这天，社工上门时，高明既感动又意

外：“真没想到你们会来。”

走进这个二层楼的自建房，一眼就看

到客厅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靠门口的桌子

上摆满了药盒。今年 33 岁的高明是江宁

区淳化街道滨淮社区的村民，2020 年患上

尿毒症后一直在家中的无菌隔间里做腹

透。妻子在食品厂工作的工资成为家里唯

一的收入来源，但受疫情影响，厂子减产，

工资也随之减少。

然而，自己还没有申请低保，社工就找

上了门。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南京市民政局的“低收入人口

监测预警与快速响应系统”在起作用。记

者在现场看到，系统大屏上，滚动着一条条

包含人名、地址、触发情形等内容的实时信

息。当有新的预警提示时，工作人员立即

进行处理。

南京市民政局救助处工作人员张益兰

介绍，这些数据来自人社部门的失业金领

取人员、应急管理部门的灾害过渡期生活

救助人员等 14 个部门 32 类人群的专项数

据资源。目前在库人员 51 万多人，基本覆

盖了全市中低收入人群。

当在库人员陷入困境时，系统会自动

预警。记者从屏幕上看到，2020 年系统运

行以来，在库人员累计触及四类情形的信

息共 2635 条。但这并不意味着 2635 人都

符合低保或临救等救助条件。这份名单

还要与民政、公安、人社等 8 个部门提供

的社保、不动产、车辆等 17 个条线实时数

据“碰撞对比”，排除大多数已经在保的人

员之后，全方位分析剩余人员的家庭经济

状况。

系统会将预警信息推送给相应的工作

人员。滨淮社区社工丁宇收到短信后上门

核 实 情 况 ，并 指 导 高 明 准 备 低 保 申 请 材

料。“通过大数据分析研判，为困难群众精

准画像、立体救助，变‘人找政策’为‘政策

找人’，让不了解政策而未发起申请的救助

对象，也能得到有效救助。”张益兰介绍。

截至 6 月底，南京低保在保 3.29 万户

4.5 万 人 ，低 保 边 缘 家 庭 为 3490 户 6669
人，支出型困难家庭 57 户 113 人，在册特

困供养人员 1.29 万人。上半年，全市临时

救 助 累 计 5117 人 次 ，平 均 救 助 标 准 达 到

1982 元/人。

在江苏南京，社区干部主动探访困难群众，排查解决生活难题 ——

不只送钱送物 更有精准服务
本报记者 姚雪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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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成立工作小组专项排
查，不断拓宽求助渠道，建
立数据库实时预警，因人
制宜开展救助……江苏省
南京市采取多项举措，将
更加精准的服务送到困难
群众家门口。

吴 南 有 一 个 很 酷 的 微 信 名“ 刀 客

吴”。他的“武器”是手术刀，他的“敌人”

则是脊柱畸形。

吴南，1986 年出生，北京协和医院骨

科副主任医师、青年工作部部长，中国医

学科学院脊柱畸形大数据研究与应用重

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

师。今年荣获第二十六届“中国青年五

四奖章”。

吴南总是脚步匆匆，每天都在忘我

地工作。从早晨 7 点到晚上 7 点，几乎整

天都“泡”在医院里。门诊、查房、手术、

科研、教学……他的时间表排得满满的，

常常连午餐时间也被挤占。

面对脊柱畸形这道世界性难题，他

和团队成员始终站在前沿阵地，不断攀

登新的高峰。从医 10 余年来，他的手术

总时长超 1 万小时，让无数脊柱畸形患

者实现了“昂首挺胸”的梦想。

于毫厘中求精准，
在极限中求突破

脊柱畸形是 一 种 高 致 畸 致 残 性 疾

病，发病年龄覆盖全生命周期，小到新

生儿、大到耄耋老人都可能患病。而脊

柱畸形手术因耗时极长、精度极细、难

度极高、风险极大，被称为“脊柱手术的

珠峰”。

在北京协和医院骨科邱贵兴院士和

仉建国主任的带领下，吴南主攻脊柱畸

形手术，于毫厘中求精准，在极限中求突

破，被誉为“刀尖上的舞者”。

吴南说：“脊柱的骨骼包裹着脊髓，

脊柱畸形手术既要保证不损伤脊髓，又

要对坚硬的脊柱进行矫形。有时候甚至

要切除部分脊柱，常常险象环生。”

有一次，他为一名 4 岁孩子做手术，

术中突发意外情况，出现血管破裂。凭

着外科医生特有的冷静与敏捷，他和团队一起努力，迅速进行了一连

串的处理，化险为夷。“哪怕犹豫一两秒，或者有一个操作失误，孩子

就可能失去生命。”吴南回忆。

脊柱畸形手术难度大，平均每台手术需要四五个小时。在仉建

国主任的带领下，吴南每周二、周三安排全天手术，经常挑战生理极

限。吴南做过最长的一次手术，耗时整整 14 个小时，他像“钉子”一

样钉在手术台旁，直到为患者缝好最后一针。此时吴南已双腿僵直，

无法走动。但是，每当亲眼看到患者从初见时的佝偻蹒跚、自卑敏

感，到术后的站姿笔直、自信开朗，他都能深刻感受到“挺起脊梁”这

句话的分量。

构建脊柱畸形遗传研究体系

今年 4 月，中国医学科学院在中国医学发展大会上发布了《中国

21 世纪重要医学成就》，“脊柱畸形的分子遗传学研究及临床应用”

名列其中。

对于脊柱畸形患者来说，早诊断、早干预意义重大。然而，脊柱

畸形的病因学诊断在国际尚属空白。“如果能找到致病的基因，进行

早期干预，患者可能不需要走到做大手术那一步。”吴南说。

毕业于协和医大八年制的吴南，师从我国著名骨科专家邱贵兴

院士。从 2010 年起，吴南就开始了脊柱畸形致病基因的研究。

2017 年，吴南来到美国贝勒医学院从事分子和人类遗传学博士

后研究。他婉拒了美方的高薪挽留，毅然于 2019 年回到北京协和医

院。在医院和科室的大力支持下，团队建立了骨骼畸形遗传门诊，为

骨骼畸形尤其是脊柱畸形的患者进行病因学诊断，让更多患者看到了

希望之光。

经过十几年坚持不懈的探索，北京协和医院骨科联合复旦大学

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揭示先天性脊柱侧凸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遗传致病

因素，并将成果发表在世界顶尖医学期刊上。团队还提出了先天性

脊柱侧凸的“中国模型”，从分子水平定义了一种全新的疾病亚型，并

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团队率先构建起完整的脊柱畸形遗传

研究体系，实现我国骨科学者在这一领域“零的突破”，让中国人成为

这项国际研究的引领者。

现在，吴南团队的研究成果在国内 10 余家三甲医院及高等院校

和科研机构推广，已累计应用于 2000 多例脊柱畸形患者。随着国内

首个骨骼畸形遗传咨询门诊落地，脊柱畸形的分子遗传学研究步入

临床应用阶段。

“把每一名患者当作家人对待”

“医生不能只看片子，不看患者。医生治的是病，救的是人。”在

吴南心中，临床技术和人文关怀同等重要。作为医生，既要有一把过

硬的刀，也要有一颗慈悲的心。

“ 把 每 一 名 患 者 当 作 家 人 对 待 ”，是 吴 南 的 从 医 准 则 。 有 一

次，吴南做完最后一台手术，已是晚上 8 点多了，又累又饿。下班

之前，他还要坚持到病房再看看患者。当时，正好遇到一名 9 岁的

孩 子 胸 闷 憋 气 ，血 氧 饱 和 度 很 低 。 吴 南 判 断 可 能 是 胸 腔 积 液 渗

出，迅速喊来同事，在病床旁做胸腔穿刺。可是，孩子又哭又闹，

根本不配合检查。于是，吴南跪在地上，一边让人哄孩子，一边熟

练地操作。当穿刺完成后，吴南已经累得坐在地上直喘气，半天

站不起来。

在病人面前，吴南真诚而谦和。无论贫富贵贱，他都一视同仁，

倾力救治，不图回报。吴南常常想起导师的叮嘱，人的生命只有一

次，不可重来。医生要敬畏生命，做每一台手术都要想到最坏的结

果，尽最大努力减少对患者的伤害。吴南说：“当医生最大的幸福，就

是做最纯粹的医学，一切从患者的利益和社会的需求出发。”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时，吴南牵头组织成立了协和青年志

愿者团队，协助门急诊接听患者求助电话，为群众答疑解惑，成为医

院“停诊不停服务”的抗疫生力军。

“那段时间，我们团队齐心协力，共接听 7000 余次来电。咨询的

问题五花八门，小到发热门诊如何就诊，大到危及生命的疾病如何及

时就诊。我们还第一时间重新梳理疫情初期患者就诊流程，协助医

院在疫情防控状态下高效运转。”吴南回忆。

吴南的人生成长，深受邱贵兴、仉建国、吴志宏等协和骨科专家

的影响。在前辈的熏陶下，吴南决心当一名“大医生”。他说，“大医

生”就是要心系天下苍生，有大格局、大眼光、大胸怀，推动中国医学

事业从“跟跑”到“领跑”，让中国人在国际医学界拥有更多话语权，为

人类健康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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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时

指出，要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松劲心

态，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同时要尽

可能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想办法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

难，确保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少

受影响。

为克服疫情对困难群众生活的影响，

各地已采取多项措施。其中，江苏省南京

市民政局统筹各类困难群众基本情况，建

立数据库。当在库人员因灾害、事故、疾病

等遭遇更大困难时，系统会自动预警，工作

人员及时上门核实情况、提供各类指导帮

助。大数据分析研判，为困难群众精准画

像。技术手段的加入让“人找政策”变为

“政策找人”，让因不了解政策而未发起申

请的帮扶对象也能得到及时救助。

从实际效果看，这是一项有效举措。

放眼各地，类似举措还有很多：简化流程，

实现足不出户线上办事；优化服务，网格员

手把手指导救助申请；及时到位，根据物价

变动发放临时补贴……出实招、讲实效，就

能让更多贴心有效的举措落地生根。这背

后，正是无数帮扶干部的全力参与、无私

奉献。

帮扶困难群众，需要担当精神。干事

担当，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

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

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对困难群众的诉求认

真倾听、用情用力，正是担当精神的体现。

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努力找

到问题的症结，多想办法解决，多做尝试改

进。如果在工作中因为怕担责任而畏缩不

前，不作为慢作为，势必对困难群众的生活

造成影响。

帮扶困难群众，需要实干精神。干在

实处，就要在为群众做好事、做实事上下功

夫。什么是好事实事，要从困难群众切身

需要来考量，不能主观臆断，不能简单化、

片面化。哪里有群众的需要，哪里就能做

出好事实事。我们看到，为了能深入、全面

地了解困难群众需求，很多干部挨家挨户

走访调研，主动解疑释惑，用足用好各项政

策。脚踏实地，真正融入群众中，把好事实

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就一定能兜住兜牢基

本民生保障线，实现弱有所扶、困有所助、

难有所帮。

我们相信，更多的帮扶干部能够“不驰

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有担当、干实事，把

各项救助制度执行到位，让困难群众共享

改革发展成果，让社会救助成色更足、更有

温度。

把好事实事办到困难群众心坎上
徐 阳

本报北京 7 月 6 日电 （记者孙秀艳）近

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阶段性缓

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统筹基金累计结存可支付月

数大于 6个月的统筹地区，自 2022年 7月起，对

中小微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缓

缴 3个月职工医保单位缴费，缓缴期间免收滞

纳金。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

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组织参照执行。

《通知》强调，全面推行“免申即享”经办

模式，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无需提出缓缴

申请即可享受缓缴单位缴费政策。在当地政

府主导下，由医疗保障、税务部门会同相关部

门联合确定享受缓缴政策的企业范围，结合

实际明确操作流程，主动向社会公开。同时，

加强部门协作，优化工作环节，创新服务方

式，减轻企业事务性负担。

《通知》要求，要确保缓缴期间参保人待遇

应享尽享，中小微企业缓缴职工医保单位缴

费，不影响该企业参保人就医正常报销医疗费

用，确保基本医保报销水平保持稳定不降低。

要切实保障好相关企业职工合法权益。缓缴

期限内中小微企业应依法履行代扣代缴职工

个人缴费的义务，正常申报职工医保费信息，

确保职工连续参保，个人权益连续记录。

国家医保局等四部门——

对中小微企业实施阶段性
缓缴职工医保单位缴费

近日，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天气持续高温。当地设立 36 个“爱心驿站”，为环卫工人、外卖员等户外劳动者提供短暂休息避暑的场

所，并免费提供防暑降温物品。图为 7 月 5 日，在大观区宜园社区“爱心驿站”，工作人员为户外劳动者服务。 黄有安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