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2版） 2007 年，我市根据省政府

要求建立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将城镇非职工人员（包括老人、学生

和儿童）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2013
年，我市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合并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一

筹资政策、统一保障待遇、统一报销目

录、统一管理模式。

每次提起城乡居民医保，竹箦镇的

陆阿姨总是赞不绝口。原来前几年，陆

阿姨害过一场大病，村里每年都让交的

医保帮她报销了50%的住院费用。后续

化疗，又报销了 70%。本就是不宽裕的

农民家庭，报销的钱对陆阿姨家来说无

疑是雪中送炭，所以陆阿姨总是跟别人

说，党和政府的政策好，为老百姓办实

事、办好事。

据悉，我市于2014年开始实施城乡

居民基本医保大病报销政策，主要是在

城乡居民医保报销之后，对需个人负担

的合规医疗费用给予再次补助保障，报

销比例最高达到 70%以上。目前，我市

已构建起一张“城乡居民医保+大病保

险+医疗救助”多项保障衔接的医疗保

障网络，并持续不断地将这张医疗保障

网编得更广、更密实，不断提高人民群

众的安全感和获得感。“这么多年运营

下来，我市总体情况是平稳不亏损，量

入而出。我们一直力求让这些有限的

资金发挥最大的作用。”周豪军说。

困有所助

低保让困难群众跟上幸福脚步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让困难

群众得到及时有效的最低生活救助，不

仅体现政府的民生关怀，更是彰显社会

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

我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自1998
年实施以来，按照“低标准起步、小范围

保障、逐步推进完善”的思路，坚持以民

为本、为民解困的宗旨，着重完善制度，

突出信息管理，实施分类施保，确保应保

尽保，切实有效保障了全市城乡困难群

众的基本生活，促进了和谐溧阳建设。

二十多年来，我市历届领导班子始

终把困难群众的需求放在心上，着力提

高保障标准和补助水平，完善社会救

助、养老等体系，切实保障了困难群众

的基本生活权益，让更多的百姓感受到

了“民生温度”。到目前为止，全市已建

立起民生保障与专项救助相结合的扶

贫帮困机制，根据不同需求，因地制宜、

因人施策，对困难群众予以更加精准的

帮扶，确保小康路上不让困难群众掉

队。困难群众平时可领低保，患大病可

获医疗救助，遭遇特殊困难还能申请临

时救助……

“多亏了民政部门的及时救助，总算

是缓过来了，今年低保金还涨了60块。”

近日，家住别桥镇赵家村的小梁告诉记

者，去年8月，她在别桥镇民政办工作人

员的帮助下申请到了低保金，切身感受到

了低保惠民政策的温暖。原来，小梁身患

恶性淋巴瘤已有6年多，每个月都需要去

南京治疗。父母都是农民，弟弟去年刚毕

业参加工作，家庭经济状况十分拮据。由

于小梁重病，在基本900元的低保标准之

上，可再增发20%，从去年开始，她每个月

可以拿1020元。这笔钱给这个举步维艰

的家庭带来了一丝慰藉。

据民政部门统计，20 年来，我市城

乡低保标准大幅度提高，并于2013年实

现了城乡低保标准一体化。从 1998年

至2020年，我市城市低保标准进行了15
次调整，由建制初期的每人每月 120元

提高到现在的 900元；农村低保标准进

行了14次调整，由建制初期的每人每月

85 元提高到现在的 900 元。截至 2020
年 7月份，全市共有城乡低保对象 2265
户、3568人，其中城市 204户、304人，农

村 2061户、3264人；农村五保对象 1799
人，其中分散供养1356人，集中供养443
人；另外，还有城市“三无”老人56名。

从 2016 年开始，我市为全市低保、

低保边缘、五保、三无、孤儿等困难群众

购买慈善大病补充保险。近 5年来，共

投入资金 864.94 万元，惠及困难群众

7.06 万人次，有效缓解了困难群众“看

病贵”问题。2019年又进一步拓宽保障

人群，将全市 10166名农村建档立卡的

低收入农户也纳入补充保险范围，为低

收入农户构筑了又一道健康保障线。

2020 年，建立低保及低保边缘家庭“医

保目录外常用药”费用补助机制。

社会保障，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

着民生，关系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

的幸福。一组组民生数据，一件件民生

实事，不是枯燥的数字堆积，而是群众

的“暖心指数”。持续增进人民幸福感，

从百姓最急需、最紧迫、最关切的小事

做起，我市正在大手笔描绘一幅和谐美

好的民生幸福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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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怡）近日，记者从市水利部门获

悉，为了避免强降雨给清溪南路造成大

面积的积水，施工单位顶着高温抢抓下

水道整修进度。目前，从上河城至边界

市场道路沿线的 400多个雨篦子已经全

部安装到位，相应的管网也都疏通完毕。

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确保工程进

度，施工人员冒着高温，趁商铺经营和车

辆出行的间隙抓紧施工。施工人员陆师

傅告诉记者说：“考虑到遇暴雨天气对市

民出行安全的影响，我们正在加快工

期。另外，因为清溪南路的车辆多，要考

虑方便群众出行，我们早上很早便开始

施工了。”

据了解，清溪南路原先的路面排水

系统建成时间较早，一旦遭遇强降雨袭

击，下水道管网系统经常出现漫溢，给道

路沿线的商户、住户以及车辆出行带来

影响。目前这条道路的排水系统整修工

程已近完工，很快就能投入正常使用。

清溪南路路面排水系统改造完工

（贡雨家）“小我融入大我，青春献

给祖国。助力乡村振兴，推动乡村经济

发展。”近日，由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的学生们组成的暑期社会

实践队深入我市上黄镇坡圩村，为乡村

振兴提供青年力量。

“我们这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主要

想让学生将课堂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

中，让他们更好地投身家乡乡村振兴工

作。”建筑工程学院辅导员张东雪介绍

说，上黄镇坡圩村原有37户贫困户，现在

已经全面实现脱贫。让学生来这里开展

暑期社会实践，除了要学习该村实现全

面脱贫的先进做法，还希望学生能结合

课堂知识，探索更多更丰富的致富路径，

为当地脱贫致富保持长期高效造血功能

提供帮助，防止再次返贫。

据悉，该大学生暑期社会实

践队于 7 月上旬成立，共有 8
名队员，都是溧阳籍学生。

他们通过前期调研，从坡

圩 村 致 富 产 业 结 构 特

点、存在的问题、村庄环

境布置等方面制定了

详细的实践策划方案。

“村民大多在经营

水产养殖，我们想在线

上销售这块内容，为他

们提供帮助。”实践队队

长王新东告诉记者，坡圩村

有不少村民靠水产养殖为生，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和今年

疫情影响，把水产品销售从线下搬到

线上变得迫在眉睫。

针对该现象，实践队队员们把教村

民如何进行线上直播，指导他们如何打

包水产品，如何做好售后服务变成了策

划方案的主要内容。实践期间，他们挨

家挨户进行上门政策宣传，组织村民集

中开展线上销售培训。同时，在村里醒

目位置绘制重要消息宣传栏，美化村庄

环境，传播乡村文明。

此次活动将一直持续至 8 月下旬。

王新东相信，这次社会实践活动一定会让

队员们更深刻地认识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的重要意义，促使他们毕业后更好地服务

家乡建设，为家乡乡村振兴提供经验。

期间，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建筑

工程学院还与坡圩村委签订了社会实践

基地共建条约。

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助力乡村振兴

（贺菊花 邹迪） 8 月15日，市行政

审批局邀请“一窗式”首创设计者、广州市

荔湾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原主任刘允强

教授来溧进行“一窗式”政务服务改革专题

辅导。市发改委、住建局、公安局等20个进

驻部门的分管领导，各镇（街道）分管领导

及为民服务中心负责人，各分中心负责人

及市行政审批局全体工作人员共300余人

参加辅导。

专题辅导以“互联网思维下一窗式

行政审批服务改革与实践”为主题，刘

允强围绕政务服务改革前应该知道的5
件事、为什么要推行一窗式综合受理、

如何实践一窗式综合受理落地、推进行

政审批局“一窗式”改革应注意的问题、

政务服务改革的发展趋势及建议等五

个方面，作了深入系统的讲解。

近 3个小时的辅导报告，实例丰富、

论述精辟，既有宽阔视野和理论高度，又

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和针对性，对于溧阳

进一步做好政务服务改革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

“一窗式”首创设计者
来溧作政务服务改革专题辅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