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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普通人的平凡书写不平凡的人生R

本版责编：李智勇 杨笑雨 白光迪

3 月 25 日中午，身在四川师范大学（狮子

山校区）北门附近的李秀容想就近吃个午餐，

他拿出手机，打开百度地图输入“锦爱伙伴”

四个字后，一些带着“锦爱伙伴”标识的餐馆

就出现在了搜索栏下方，思索片刻后，他选择

了距离较近的“春阳水饺（锦爱伙伴）”店，按

照导航指引走进了餐馆。

“一份红油水饺，一份带丝汤。”李秀容是

残疾人，在这里点单可以享受优惠。“原价 14
元，打完折 12.6 元，直接扫码就行。”收银员

说。吃完一顿热气腾腾的午餐后，李秀容愉

快地告诉记者，在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只要

找到有“锦爱伙伴”标识的店铺，残疾人都能

到店享受不同力度的优惠。

“重点不是优惠了多少钱，而是我们从中

感受到社会的关爱。”李秀容说。

“‘锦爱伙伴’全称是‘锦爱伙伴’爱心企

业联盟，是我们着眼推动助残关爱日常化、普

惠化、长效化，动员餐饮、理发、快递、百货等

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经营主体，链接社会

资源共同关心残疾朋友组建而成。”锦江区残

联负责人介绍，2023 年 12 月 3 日“国际残疾人

日”，锦江区残疾人联合会发布首批 112 家“锦

爱伙伴”爱心企业联盟名单。目前，“锦爱伙

伴”爱心企业联盟成员单位已达 1062 家，并吸

纳了锦江区 34 家日照中心、50 家养老助餐点

参与助残服务。

记者打开锦江残联微信公众号“锦爱伙

伴”专栏，发现每条街道都有近百家“锦爱伙

伴”爱心企业，每家爱心企业结合自身业态特

点分别为持证残疾人提供免费、打五折、打七

折等优惠服务。据悉，爱心企业名单遍布锦

江区 76 个社区，涵盖超市、诊所、餐厅、便利店

等近 40 种类型，涉及零售、餐饮、医疗、娱乐等

10 余个领域，覆盖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力争

让每一名残疾人都能就近就便享受到助残关

爱服务。

“成都工匠”、靓丽发型理发店的店主蒋

玉，是首批加入“锦爱伙伴”爱心企业联盟的爱

心店家。3 月 15 日下午，蒋玉迎来了她的熟客

黄强。黄强是一名视障人士。自去年底靓丽

发型加入“锦爱伙伴”爱心企业联盟后，因为价

格优惠、距离又近，黄强每月都会来此理发。

蒋玉是一名听障人士，所以更能体会到

残疾人的不易。在蒋玉的店里，“锦爱伙伴”

标识牌被摆放在顾客座椅的正前方，尽量让

顾客理发时能看到，剪发正常收费是 35 元，如

果是残疾人朋友来店里剪发，5 元或者 10 元

都是可以的，现在每个月都会有 10 多名残疾

人来店里理发。“这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发自内心感到自豪和快乐。”蒋玉说。

“我们争取在年底前将爱心企业发展到

2000 家左右，并阶段性发布更新‘锦爱伙伴’

名单，持续向社会发布并更新数字地图。”锦

江区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街道残联、社区残

协将继续加强企业准入把关、服务事项审核

和服务效果查核，确保助残服务实效。同时，

对服务效果好、群众口碑好的企业定期进行

表扬并发放证书，对服务质量、服务态度等较

差的企业定期清退并收回标牌，确保成员单

位规范服务、有效助残，切实将全社会的关心

关爱转化为残疾人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残联动员超千家企业助残

让残疾人就近就便享受关爱服务
本报记者 王明峰

本报沈阳 3月 25日电 （记者刘洪超）25 日，记者从辽

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今年辽宁将对 700 个老旧小

区实施改造，4600 公里老旧管网换新，同时专项整治高空

“蜘蛛网”。

据了解，辽宁省去年共开工改造老旧小区 1428 个、完

工 1357 个，惠及居民 71.4 万户。今年，辽宁将再改造 700 个

老旧小区、4463 栋楼，建筑面积 1800 万平方米，惠及居民

25.6 万户。在 38 个社区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完善社区

服务功能，补齐社区服务设施短板。

不少老旧小区楼与楼之间、楼体表面之间飞线交织，线

路设施陈旧老化，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被形象地称为高空

“蜘蛛网”。今年，辽宁省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对高空“蜘蛛

网”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具备条件的线缆采取“上改下”

方式，做到应入地尽入地；对不具备条件的，实行序化规整。

此外，辽宁省还将再改造老旧管网 4600 公里，其中燃

气管网 300 公里、供水管网 1500 公里、供热管网 1500 公里、

排水管网 1300 公里。全省将持续推进“易涝点”整治和雨

污分流改造，更新改造混错接的雨污水管网，修复破损和功

能失效的排水防涝设施。

辽宁将改造700个老旧小区

“妈妈，妈妈！”下午放学的铃声一

响，10 多个孩子从河北磁县的一所乡

村小学滏阳营小学，蹦蹦跳跳地跑进

紧邻学校的一座“爱心小屋”院子里，

将小屋的女主人陈玉文团团抱住。

陈玉文大大地张开双臂，尽可能

地把所有孩子都搂进怀里，笑得合不

拢嘴。“今天在学校里听话没有？”“上

课都学了什么啊？”陈玉文目光在每个

孩子身上移动，十分关心他们。

这样边聊边笑的拥抱持续了好几

分钟，孩子们才依依不舍地从陈玉文

身上下来。他们从院子欢快地跑进小

屋，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轻松地卸下

书包，拿起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酸奶、

小蛋糕、水果等，快乐地吃起来。

陈玉文是滏阳营小学的一名普通

教师。早在 2009 年，在磁县妇联的支

持下，她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给一名失

去双亲、倍感孤独的孩子玲玲提供一

些陪伴和照顾。

“我怎么都忘不了第一次见到玲

玲的样子。小姑娘一直低着头，胳膊

垂着，怎么问都不说话。”陈玉文说。

她上前一把将玲玲搂进怀里。从那以

后，每到星期天，陈玉文就把玲玲接到

自己身边生活。如同照顾自家孩子一

样，陈玉文早上为玲玲洗漱，晚上入睡

前给她讲童话故事，一起逛公园、商

场，还给她买漂亮衣服……

两年间，在陈玉文的帮助下，玲玲

变了，更开朗，胆子也大了，成长为老师

眼里一个独立、坚强、品学兼优的孩子。

这件事，给陈玉文的触动很大。

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农村留

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状况持续改善，“我提供一些陪伴，关

怀一下心灵，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她对记者说。

陈玉文自掏腰包，把滏阳营小学附近的一处自家房屋

改建成“爱心小屋”，周边留守儿童或是困难儿童，放学了可

以过来写写作业。“有不开心的事跟我聊聊，给他们做顿好

吃的，陪他们做做游戏。总之，力所能及帮他们做点事！”陈

玉文说。

小屋的墙上画着五彩的卡通图案，书柜里摆满孩子们

喜欢的图书，柜子上的相框里是陈玉文和家人、孩子们的合

影。走进这间小屋，暖意融融。“开饭喽！”爱心小屋的主厨

是陈玉文的丈夫张自录和几名热心邻居。大人和孩子把大

圆桌围得满满的，饭菜的热气衬着一张张笑脸。“我最爱吃

这里香喷喷的大锅菜和肉馅饺子了！”12 岁的小雨说，“陈

妈妈总给我们辅导功课，还帮我们洗衣服！”

15 年，5000 多个日日夜夜，陈玉文脑子里总在琢磨怎

样帮助更多的乡村困境儿童。她的丈夫曾是一名下岗工

人，现在靠种樱桃、粮食和蔬菜生活。夫妻俩把地里的收

入，持续地投进了“爱心小屋”里。

“能让我坚持下来的理由，是孩子们的笑脸和转变！”陈

玉文打开手机，1000 多张照片记录着她帮助的 188 名孩子

的资料。“这是亮亮，最近个子长得可快了；这是小海，特别

喜欢动漫人物……”孩子们的性格、爱好，她如数家珍。

如今，陈玉文救助的第一批孩子已长大成人，有 9 人考

入各地大学。玲玲成为一名医生，受陈妈妈影响，她也经常

救助那些经济困难的患者。

不久前，在全国妇联举办的第六届全国巾帼志愿服务

征集展示活动中，陈玉文获评“十大感动人物”。

“这些乡村儿童需要各界用心扶一扶，用爱去呵护，他

们也能长成参天大树！”陈玉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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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陈玉文与孩子相拥在一起。

本报记者 史自强摄

眼下正是春播春种的好时

节，各地抢抓农时育秧育苗，田

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图为 3 月 24 日，云南省文

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簿竹

镇莫哈纪村的村民在育秧田里

劳作。

熊平祥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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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城乡居

民医保费用集中征缴工作，参保群众已经享

受到了医疗保障服务。全国基本医保参保情

况如何？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是否合理？未生

病的居民参加基本医保是否“吃亏了”？国家

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就社会关心的问题接受

了记者的采访。

问：有人称，我国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数

近年来持续下降。还有人称，部分地区农村

出 现 医 保“ 退 保 潮 ”。 请 问 相 关 说 法 是 否

属实？

答：这种说法不准确。我国基本医保参

保 覆 盖 面 稳 定 在 95% 以 上 ，参 保 质 量 持 续

提升。

从宏观上看，居民医保参保人数保持稳

定。相关数据近年来有轻微波动，主要是两

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参保数据治理。自

2022 年起，医保部门以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

台上线为契机，连续两年清理居民医保跨省

和省内重复参保数据共 5600 万。这是居民医

保参保数据出现波动的最主要原因。二是参

保结构优化。由于大学生毕业就业等新增就

业因素，部分原来参加居民医保的群众转为

参加职工医保，2020 年至 2023 年，每年都有

500 万至 800 万参保人由参加居民医保转为

参加职工医保，造成了居民医保人数和职工

医保人数此消彼长。

从微观上看，国家医保局近期派出专人，

赴内蒙古、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甘

肃等 8 个省份中工作基础相对较弱的 8 个村

开展参保工作蹲点调研。调研显示，这 8 个村

中 ，有 5 个 村 2023 年 参 加 居 民 医 保 人 数 比

2022 年增加，有 3 个村参保人数略有减少，8
个村整体参保人数比 2022 年净增长 151 人。

以网传“多人退保”的湖北省麻城市某村为

例，实地调研发现，2023 年该村 97.4%的居民

均参加医保，实际新增参保 30 人，因特殊原因

未参保的仅是个例。许多村民表示，幸好有

了 医 保 ，切 实 解 决 了 他 们 看 病 就 医 的 后 顾

之忧。

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少子

化的持续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人口总量的

下降，未来居民医保参保人数可能也会平稳

中略有下降，甚至总参保人数也有可能缩小。

问：2023 年我国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

标准为 380 元。有人认为费用标准偏高，涨速

偏快。该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答：有舆论认为，与 2003 年“新农合”建立

时 10 元/人的缴费标准相比，目前 380 元/人
的居民医保费用缴费标准增长太快。但是，

我们不应单纯看缴费标准的增幅，而应该看

这 增 长 的 370 元 为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带 来 了 什

么。事实上，医保筹资标准上涨的背后，是医

保服务水平更大幅度的提高。

一是对群众的保障范围显著拓展。2003
年“新农合”建立初期，能报销的药品只有 300
余种，治疗癌症、罕见病等的用药几乎不能报

销，罹患大病的患者治疗手段非常有限。目

前，我国医保药品目录内包含药品已达 3088
种，覆盖了公立医疗机构用药金额 90%以上

的品种，其中包含 74 种肿瘤靶向药、80 余种

罕见病用药。特别是许多新药好药在国内上

市后不久就可以按规定纳入医保目录。以治

疗白血病的药品“伊马替尼”为例，该药品刚

在国内上市时患者服药的年自付费用近 30 万

元，许多患者和家庭不得不“望药兴叹”，在沉

重的经济负担和脆弱的生命之间艰难取舍；

2018 年国家医保局组建以来，该药品集采并

经医保报销后，患者每年服药的自付费用降

低至 6000 元左右，不断完善的医保制度让无

数患者和家庭重燃生命希望。

二是各类现代医学检查诊疗技术更加可

及。20 年来，在医保政策的有力支持下，医疗

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重大疾病诊疗能

力比肩国际先进水平，一些领域领先世界。

患者享受到的医学检查、诊疗手段朝着数字

化、智能化、精准化方向大幅迈进，彩超、CT、

核磁共振等高新设备迅速普及，无痛手术、微

创手术等过去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诊疗技

术日益普及并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广大参保

患者享受了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三 是 群 众 的 就 医 报 销 比 例 显 著 提 高 。

2003 年，“新农合”制度建立之初，政策范围内

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普遍在 30%至 40%左右，群

众自付比例较高，就医负担重。目前，我国居

民医保的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维持

在 70%左右，群众的就医负担明显减轻，而这

必然带来医保筹资标准的提高。同时，随着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群众医疗需求的

提升、医疗消费水平的提高，也需要加强医保

基金筹集，为群众提供稳定可持续的保障。

四 是 对 群 众 的 服 务 能 力 水 平 跨 越 式 提

升 。 2003 年 ，“ 新 农 合 ”的 参 合 群 众 在 本 县

（区）医院就诊才能方便报销，去异地就医报

销比例降低较多，且不能直接结算。目前，居

民医保参保群众不仅可以在本县（区）、本市

（州）、本省份享受就医报销，还可以在全国近

10 万家定点医疗机构享受跨省住院费用直接

结算服务，为广大在异地生活、旅游、工作的

群众看病就医提供了坚实保障。此外，高血

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从无到有，让群

众不再为买药钱操心，帮助约 1.8 亿城乡居民

“两病”患者减轻用药负担 799 亿元；“三重保

障制度”仅 2023 年一年就惠及农村低收入人

口就医超 1.8 亿人次，帮助减轻医疗费用负担

超 1800 亿元。

20 年间，居民医保人均筹资标准虽然增

加了 370 元，但医疗保障水平和服务的提升为

群 众 带 来 的 收 益 却 远 不 是 这 370 元 可 计 量

的。事实上，为了支撑医保服务能力和水平

的大幅度提升，国家在对居民个人每年参保

缴费标准进行调整的同时，财政对居民参保

的补助进行了更大幅度的上调。 2003 年至

2023 年，国家财政对居民参保的补助从不低

于 10 元增长到不低于 640 元。如果一名居民

在 2003 年至 2023 年连续参保，其医保总保费

至少为 8660 元；其中财政共补助至少为 6020
元，占保费总额的约 70%；居民个人缴费共计

2640 元，只占保费总额的约 30%。

在不断完善的医保制度的有力支持下，

全国居民就医需求快速释放，健康水平显著

提升。据统计，2003 年至 2022 年，我国医疗

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数从 20.96 亿人次增长

至 84.2 亿 人 次 ；全 国 居 民 平 均 预 期 寿 命 从

2005 年的 72.95 岁增长到 2020 年的 77.93 岁。

与此同时，个人卫生支出占全国卫生总费用

的比重却从 2003 年的 55.8%大幅下降至 2022
年的 27.0%。近 14 亿医保参保人享受更高水

平的医疗条件、更大范围的医疗保障、更高比

例的医保报销、更为便利的医保服务的背后，

是 中 国 医 保 制 度 为 人 民 生 命 健 康 的 保 驾

护航。

问：城乡居民享受的医保报销，都是来自

居民个人缴费吗？

答：城乡居民医保的保费为定额按年缴

纳，2023 年的筹资标准为 1020 元/人，其中财

政补助不低于 640 元/人，这是筹资的大头；个

人缴费标准 380 元，只是筹资的小头，并且对

于低保户等困难人员，财政还会给予全额或

部分补助。

居民缴纳的医保费，与财政补助共同组

成了我国广大城乡居民共同的基本医保基金

池，带来的是对广大群众基本医保保障水平

的持续提升。在此，再补充说明 2023 年的几

个数据：一是全年全国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

费总额为 3497 亿元，二是财政全年为居民缴

费补助 6977.59 亿元，三是居民医保基金全年

支出 10423 亿元。居民医保基金全年支出总

额，是居民个人缴费总金额的 2.98 倍。

问：如何看待“缴纳医保后没生病，吃亏

了”等言论？

答：疾病的发生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在

现代社会，面对突然到来的重大疾病，个人和

家庭很难能独自承受高昂的救治费用。保险

的实质，就是汇聚各方力量后，帮助那些不幸

患重病的个人和家庭抵御大额医疗支出的风

险。因此，参加医保就是“患病时有保障，无

病时利他人”，应该是每个群众面对疾病风险

不确定性时的理性选择。

2022 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门诊总诊疗

84.2 亿人次，平均每个人一年到医疗卫生机

构就诊 6 次。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入院 2.47 亿

人次，年住院率为 17.5%；也就是说，平均每 6
个人中就有 1 个人一年住一次医院。居民生

病、生大病的概率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低。

之前脱贫攻坚期间，40%的贫困是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也说明疾病对家庭经济状况的影

响极大。

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居民医保参保人

的次均住院费用为 8129 元，以报销比例 70%
计算，住一次院医保平均报销 5690 元；假如居

民将 2003 年至 2023 年连续参保个人缴纳的

保 费 进 行 储 蓄 ，按 年 利 率 5% 计 算 复 利 ，到

2023 年本金和利息共 3343.1 元。也就是说，

居民住一次院后医保报销的金额，就远超将

连续 20 年个人总保费进行储蓄的收益。

所以说，“缴纳医保后没生病，吃亏了”这

种 说 法 不 对 ，而 且 从 算 账 上 来 说 也 是 不 划

算的。

问：有网民称，“年轻人身体好可以不参

保，只给老人、孩子参保就行了”。请问如何

看待这个观点？

答：这种观点在部分人群中有一定代表

性。但如果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会发现这

其实是“算小账、吃大亏”。

一是我国的疾病谱正在发生变化。随着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疾病实现

了早发现、早诊断，尤其是随着现代生活节奏

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大以及生活习惯等原

因，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恶性肿瘤等出现

低 龄 化 趋 势 ，青 壮 年 面 临 的 健 康 风 险 不 容

小觑。

二是青壮年对疾病风险的承受力更加脆

弱。青壮年上有老，下有小，是家庭的“顶梁

柱”，一旦罹患重大疾病，如果没有医保，不仅

意味着家庭将承担巨额的治疗费用，还意味

着家庭将失去重要经济来源。这双重的打

击，不仅在经济上将给家庭带来灾难性的影

响，还会进一步影响子女的教育和成长。因

此，家庭的“顶梁柱”更加需要医疗保障给予

重点的保驾护航。

综上所述，青壮年应该参保。这不仅仅是

为了自己，也是为父母、孩子和家庭提供保障。

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继续发挥我国基

本医保制度的确定性来应对疾病风险的不确

定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着力缓解群众看

病就医的费用负担，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加优

质的医保服务。

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就居民医保参保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孙秀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