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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天干，施肥的时候要切记，千万别

贴着茶树根儿，离茶树 10 厘米的地方就行。

下点雨就能滋养根部，叶子还不会枯。”在贵

州省普安县盘水街道白石村，前来定点帮扶

的公安部特勤局民警徐龙正组织村民召开

培训会，讲解茶园管护要领。

扎实推进“万亩茶园”建设，帮助普安县

11 个乡镇 1 万余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先后

选派北京市公安局和移民管理系统民警开

展语文、数学、英语支教，有效缓解了当地专

业师资短缺难题；累计投入无偿帮扶资金

1.7 亿元，引进帮扶资金 1.7 亿元，采购和帮

助 销 售 农 副 产 品 6 亿 余 元 ……“2021 年 以

来，公安部把定点帮扶作为重要政治任务，

加强组织发动，突出公安特色，不断拓展帮

扶领域、完善帮扶机制、优化帮扶方式，用心

用情用力帮助贵州省兴仁市、普安县和广西

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三地持续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公

安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帮扶办公室主任

华敬锋介绍。

以党建促发展，激发
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

在广西柳州市三江县同乐苗族乡归东

村的野生葡萄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葡萄架

下，几位农民正在当地村干部的带领下修剪

纤细的葡萄藤条。

几年前，国家移民管理局定点帮扶办一

级调研员徐继发便带着一众帮扶队员来到

归东村，寻找挖掘当地产业发展优势。几户

村民家门口的葡萄树和家里的葡萄酒制品

引起了帮扶队的关注。

“这是归东特有的野生刺葡萄，过去村

里只有零散的种植，不成规模。”归东村党总

支部书记龙秀昌介绍，以前，村党组织想干

事业却“叫不动人”。“国家移民管理局通过

创建‘三江党旗红’党组织共建联创模式，激

发三江县广大党员干部投身干事创业的决

心和热情，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

明显增强。”三江县委副书记陈明介绍。

徐继发说，在公安部党建帮扶支持下，

充分发挥基层支部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建成 5 个党员创业示范基地，并辐

射到周边 10 余个村屯，带领群众积极发展葡

萄特色产业。

“过去我们的葡萄都要挑到邻县去卖，

不知道要走多少路、压坏多少果。现在村里

统 一 组 织 收 购 ，货 车 直 接 进 村 运 ，方 便 省

心。”李云芝是当地的种葡萄大户，随着葡萄

种植效益提升，她的丈夫也从外地返乡，和

她一起打理起了葡萄园。

小小葡萄园产出大效益，乡亲们的生活

也越来越好。这只是公安部党建帮扶三地

的一个缩影。定点帮扶以来，公安部突出党

建引领，组织部属先进党支部与三地农村党

支部结对，开展“三江党旗红”等联建联创活

动，不断丰富共建内容、拓展共建形式，推动

形成帮助宣传、帮抓教育、帮建支部、帮谋发

展的党建帮扶体系。

强化产业帮扶，一片
叶子致富一方

清 澈 的 河 水 哗 哗 流 淌 ，茂 密 的 山 林 鸟

鸣啾啾。薄雾弥漫升腾，天空泛起鱼肚白。

当洪亮的讲课声飘出窗外，眼前的小山村已

然被唤醒。

2021 年 8 月，徐龙被选派到贵州省普安

县白石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他白天扎进

茶园与茶农一起忙碌，晚上查阅各种资料，

思考如何种出更高品质的茶叶，让一片片绿

叶子变成增收致富的“金叶子”。

“经过多方协调，我们邀请到中国农业

大学、贵州大学等高校老师，通过视频教学

和实地指导，给村民带来新理念、新思路、新

技术。”在寻找外部资源发展白石村茶产业

的同时，徐龙争取到多项资金用于“万亩茶

园”标准化建设，帮扶支持贯穿从种植到销

售全链条，助力当地茶叶更好走向市场。

定点帮扶以来，公安部结合当地自然环

境特点，选派政治过硬、能力出众的优秀民

警在当地挂职，支持普安县推进“万亩茶园”

建设。

“公安部对我们的茶产业实施了全链条

帮扶，种植模式从企业合作社种管采向农户

自种自管自采转变，利益分配从企业合作社

分红到农户自营收益转变，茶农身份从简单

参与劳务采摘到农户自种自采自加工转变，

农户经营茶园的积极性更高了。”普安县委

副书记郭媛媛说。如今，一片叶子致富一方

的故事仍在续写。

帮助兴仁市鲤鱼村打造集红色教育、特

色产业、休闲观光于一体的乡村建设示范

点，推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举

办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万峰林警

察马拉松赛等活动……公安部依托各地特

有资源，强化产业帮扶，补齐当地技术、人才

等短板，着眼提升定点帮扶地区“造血”能

力，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当地群众就业和

产业提档升级找到新路子。

精准结对抓教育，帮助
山里娃实现足球梦

“丁零零……”下午，贵州黔西南州兴义

市第五中学，墙壁上的时针指向 5 点，下课铃

响起。学生邹倩拿起书包，直奔球场更衣

室。换上洗净的球衣、球袜、球鞋，一天的足

球训练开始了。

加速跑、团身跳、高抬腿……几组动作下

来，邹倩汗流浃背。尽管很累很辛苦，但她不

想辜负教练的期望，格外珍惜这个机会。

邹倩所说的教练名叫王钢，是北京市公

安局的一名民警，2021 年 3 月参加公安部支

教团，来到黔西南州开展足球支教。

宽阔的足球场，崭新的球门网，唯有球

门框磨掉了漆，原来是孩子们把它当成杆来

爬高，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踢球。走访了全州

6 所学校，支教团了解到足球基础的薄弱环

节，也找准了发力方向。

组织孩子们看第一场球赛，从兴义、兴

仁等地选拔球员组建了黔西南州青少年女

子足球队，让她们第一次走出大山参加比赛

……支教团到来之后，不到一年时间，足球

激发了孩子们的运动热情，改变了山里娃的

精神面貌。邹倩正是凭借优异的身体素质

和对足球的喜爱被选中，成为队里的守门

员，并以特长生的身份到兴义五中就读。

在 支 教 团 的 共 同 努 力 下 ，黔 西 南 州 校

内足球联赛、学校之间的联赛友谊赛逐渐

成形，校园足球有了质的提升，先后有 3 名

学生获评国家一级足球运动员，48 名学生

获评国家二级足球运动员，体教融合发展

结出硕果。

在定点帮扶工作中，公安部着眼未来抓

好教育，坚持扶智与扶志相结合，选派民警

赴三地支教，打造“足球支教”品牌，举办了

“山花杯”“山海杯”“石榴籽杯”等青少年足

球赛事，使帮扶地区青少年有机会走出大

山，感受乡村发展带来的变化。同时，协调

多地名校与三地中小学校结对共建，通过举

办系列讲座等多种形式，推动三地基础教育

质量整体提升。

“下一步，公安部将继续做好定点帮扶工

作，加强产业帮扶、深化教育帮扶，通过民警

走进大山，让帮扶地区的百姓富起来，给孩子

们创造更多实现梦想的机会。”华敬锋说。

公安部用心用情开展定点帮扶—

依托当地特有资源 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本报记者 苏 滨 祝佳祺 张天培

春节将至，外出人员纷纷归乡。

1 月 30 日，四川德阳体育场人山人

海，一场针对返乡人员的特殊“年货节”

吸引了近万人。

“你好，我之前一直在广东做焊工，

去年拿到了焊工高级证，请问你们公司

要不要焊工？工资大概多少？”

“高级焊工吗？缺啊，缺得很哪，像

你这种技术的在本地一个月能拿 8000
元到 1 万元呢！来，坐下详细谈谈，我们

公司就在德阳经开区。”

不到 15 分钟，刚从广东回到四川德

阳的陈先友就在现场与一家本地企业达

成就业意向，他满心欢喜地说：“没想到，

在我返乡的第二天就在家门口找到了满

意的工作，节后不用远离家乡，父母娃娃

都高兴！”

近百家企业开展现场招聘，200 余

家企业同步开展线上招聘，首期 1.5 万

余个优质岗位任由返乡人员选择。这

场特殊的“年货节”就是德阳市举办的

“雁归德阳·业兴家乡”返乡创业就业机

会清单发布活动。在现场记者看到，创

业就业机会清单成了返乡人员最为抢

手的“年货”。

“我们公司今年招聘规模在 300 人以

上，今天上午差不多就招了 50 多人，一下

子就缓解了企业的招工难。”德阳去年新

引进的一家百亿企业人力资源部负责人

一边收简历一边高兴地说。据了解，30
日当天有 2000 余人与现场招聘的企业达

成了意向性协议，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

春节前夕，四川德阳聚焦农民工、大

学生、技能人才等返乡群体的创业就业

需求，精心收集就业岗位，量身制定了创

业政策、创业项目、金巢引凤、融资需求

4 张 清 单 ，为 返 乡 创 业 就 业 精 准 服 务 。

记者从德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了解

到：针对返乡人员就业需求，德阳市县乡

三级春节前后将天天有招聘、乡镇全覆盖，持续提供优质岗位

5 万余个。为了以创业带动就业，德阳创新出台了“创业四张

清单”，其中创业政策清单涉及创业补贴、担保贷款、人才保险

等政策 40 余条，创业项目清单涉及现代农业、乡村文旅、民宿

经济等投资小、见效快、门槛低的创业项目 260 余个，金巢引

凤清单汇集“拎包入驻”的创业平台 40 余处，融资需求清单涉

及已在德阳落地、招募创业合伙人等融资需求近 9 亿元，为有

就业创业意愿的返乡人士描绘了一张就业创业“地图”。

“这四张清单太实用了，哪里有创业项目，大概需要投多

少钱，能享受什么政策，一看就明白，上面的联系人、联系电话

清清楚楚。”从云南返乡的张勇军拿着一本清单手册认真地翻

阅着，“这几年我在云南一家食品厂做管理，挣了点钱，妻子刚

生了二宝，我还是想回乡创业。”张勇军看中了清单上一家广

汉食品加工厂的项目，马上摸出手机给对方打去了电话，相谈

甚欢，约定春节前就去厂里看看。

“你们园区针对大学生提供免费的创业孵化工位，我在

学校和老师一起做了一个项目，能不能入驻呢？”刚从学校毕

业的李贵炳在创业园区的展位上咨询，“当然可以，我们针对

大学生、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提供 3 到 6 个月的房租减免

呢。来，我们具体谈谈。”德阳市旌阳区 5G 产业园的负责人

向李贵炳发出盛情邀请。

“我们既鼓励外出务工，更为返乡就业创业提供优质服

务。”德阳市人社局局长周保全说，德阳全面贯彻落实就业优

先战略，积极促进返乡农民工、技能人才、创业人士在家门口

就业创业，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就业创业服务新格局中下

真功、出实招，以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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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回家过年咯！”1 月 30 日 7
时 04 分，载有 320 名贵州安顺籍在粤

务工人员的 D1846 次列车驶离广州南

站，向西奔去。

据铁路部门介绍，该趟列车是由

广东省广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联

合对口协作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共同组织的务工人员爱心返乡专

列，也是今年春运广州开出的首趟免

费爱心返乡专列。

天空微亮，来自安顺把路村的刘

大哥提着两大袋年货，拖着行李箱，早

早来到车站等候专列。去年 3 月，他

听同村的老乡说广州工作机会多，在

家过完年就来广州闯荡，目前在一家

电子厂工作。过去，刘大哥在北京、浙

江都打过工，每当年关将至，最让他头

疼的就是买票回家。今年听说政府相

关部门开通了爱心返乡专列，便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没想到很快就

收到了回复。

“我在手机上一次性就申请好往

返的车票，今年终于可以安心回家过

年了。”到节后正月十八，刘大哥将继

续乘坐免费的务工专列返粤复工。

“非常感谢这项好政策，今年不用

担心买票的事咧。以前不知道有爱心

返乡专列，乘坐大巴需要一天时间，现

在只要 7 小时高铁就能到家。”在广州

某外贸公司工作 3 年的安顺籍严女士

笑着说。

“我们设置了务工人员专用通道

和服务台，并安排了 10 名志愿者在地

铁、公交、大巴站等交通接驳处所加强

引导，方便务工人员快速进站乘车。”

广州南站值班站长钱起龙介绍。为保

障爱心返乡专列顺利开行，广州南站

优化务工旅客进站流线，开辟进站、安

检绿色通道，组织“春澜”服务岗和青

年志愿者在候车室、站台等重点场所

加强宣传组织，为务工人员提供乘车

指引、重点人员帮扶等服务。

“我们在节前将计划开行爱心返

乡专列 37 列，主要从广州开往贵州黔

南、毕节等地，解决在粤务工人员春运

购票难、乘车难的问题，让老乡们都能

平安回家过年。”广铁集团客运部总工

程师彭翔介绍。

据悉，节后广铁集团将根据各级

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复工复产安排，主

动摸清务工人员返岗出行需求，开行

湖 南 、广 西 、贵 州 等 方 向 的“ 返 岗 专

列 ”，实 施 外 来 务 工 人 员 返 岗 兜 底

保障。

30日，广州开出今年春运首趟免费爱心专列

让务工人员平安返乡
李 刚 黄惠萍 胡 靖

春运期间，国铁昆明局昆明车辆段动车组运用所地勤机械师细心检查车侧裙板螺栓状态，护航春运回家路。

叶传增 徐锐攀摄影报道

本报北京 1 月 30 日电 （记者孙秀

艳）国家医保局 29 日公布 2023 年全国医

疗保障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公共服务

信息，信息显示，2023 年 1—12 月，跨省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运行基本平稳，跨省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1.29 亿人次，减少参

保群众垫付 1536.74亿元，分别较 2022年

增长 238.67%、89.91%。

具体而言，首先是住院费用跨省直

接结算规模进一步增长。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全国住院费用跨省联网定点医

疗 机 构 达 8.23 万 家 ，较 2022 年 底 增 加

1.96 万家。 2023 年 1—12 月，全国住院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1125.48 万人次，减

少个人垫付 1351.26 亿元，分别较 2022
年 增 长 97.87% 、77.25% 。 2023 年 四 季

度，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317.93
万人次，减少个人垫付 366.19 亿元，分

别较三季度增长 1.76%和 1.15%。

其次，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范围

进一步扩大。目前，所有统筹地区都开

通了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

和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

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

治疗等 5 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的

跨省直接结算服务。

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全国普通门诊

费用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数量为 19.39
万家，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联网

定点医疗机构数量为 5.8万家，跨省联网定

点零售药店数量为 35.24 万家，分别较

2022 年底增长 118.6%、305.59%、55.79%。

2023 年 1—12 月，全国门诊费用跨省直接

结算 1.18亿人次，减少个人垫付 185.48亿

元，分别较 2022年增长 263.36%、295.9%；

其中全国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

直接结算 331万人次，减少个人垫付 33.52
亿元，分别较 2022 年增长 12.34 倍、12.97
倍。2023年四季度，全国门诊费用跨省直

接结算 4139.68 万人次，减少个人垫付

65.41 亿元，分别较三季度增长 24.22%和

26.08%。其中，全国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139.55万人次，减少个

人 垫 付 14.9 亿 元 ，分 别 较 三 季 度 增 长

39.13%和 45.08%。

全国统一线上备案服务功能进一步拓展。目前，所有职工医

保和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均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和国家医

保局微信公众号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线上备案。2023 年 1—12 月，

通过国家统一的线上备案渠道成功办理备案 804.22 万人次，较

2022 年增长 159.48%。同时，国家统一的线上查询功能从跨省联

网定点医药机构、医保经办机构咨询服务电话、停机公告大众化信

息查询服务，逐步拓展到个人参保地门诊慢特病资格、门诊慢特病

跨省联网告知书、个人跨省结算费用等个性化信息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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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30日电 （记者丁怡婷）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

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

容。记者 30 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根据各地统计上报数

据，2023 年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37 万个、惠及居民

897 万户，共完成投资近 2400 亿元。各地新改造水电气热等各

类老化管线 7.6 万公里，加装电梯 3.6 万部，实施建筑节能改造

1.16 亿平方米，增设停车位 85 万个、电动汽车充电桩 3.66 万个、

电动自行车充电桩 28.8 万个，增设养老、托育等各类社区服务设

施 2.1 万个，新增文化休闲、体育健身场地 637 万平方米。

2019至 2023年，全国累计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22万个，

惠及居民 3800 多万户、约 1 亿人。为扎实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工作，财政金融支持力度加大。2023 年，住房城乡建设部配合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711 亿元，支持各

地共发行 1200 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于符合条件的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原银保监会指导政策性

开发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给予融资支持。

2023 年 6 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体育总局指导各地结合

老旧小区改造、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和实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

升行动”等工作，在城市社区、公园中配建以乒乓球台等小型设

施为重点的健身设施。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共有 8489 个老旧

小区、3768 个城市公园参与活动，累计新增各类健身设施 7.4 万

余个，其中乒乓球台近 1.2 万张。

“从调研及各方面反馈情况看，改造后的老旧小区环境更加整

洁、设施更加完备、管理更加规范、生活更加便利。”住房城乡建设

部相关司局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会同相关部门，强化协调配合，

压实地方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各地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有针对

性地实施改造，加快消除安全隐患，解决加装电梯平层入户、停车

难等问题，全面提升居住环境、设施条件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去年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5.37万个
惠及居民897万户

本报合肥 1月 30日电 （记者田先进）近日，安徽省印发进

一步完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持续做好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工作。

实施意见明确救助供养内容和标准。明确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内容包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提供照料护理服务”“提供基本

医疗保障”“办理丧葬事宜”“给予住房、教育救助等其他救助”。

规定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包括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

准，其中基本生活标准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3
倍确定；照料护理标准依据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和服务需求分

为全护理、半护理、全自理三档。

实施意见提出完善救助供养形式。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形式

分为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和居家分散供养，由特困人员自行

选择。鼓励高龄、失能、半失能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对无法确定

照料服务人或有集中供养意愿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应及时纳

入合法合规的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鼓励具备生活自理能力

的特困人员居家分散供养。要求全面签订委托照料服务协议，

确保特困人员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和照料服务。

安徽完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