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珩

“幸亏政策好，自己花的钱少多了。”4月6日，在
自付365.32元后，59岁的何安礼从潼南区人民医院
出院了。

何安礼家住潼南区小渡镇刘家村二组，他口中
的“好政策”说的正是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
通过综合运用大病医疗、医疗救助、扶贫济困医疗基
金等政策，其住院自付比例不高于10%。

看得起病
贫困人口住院费用自付比例控制在10%以内

因胃癌要化疗的何安礼，每次住院的费用都需
要3000多元。但经过统筹报销、大额报销、民政救
助、医疗基金救助等，他的自付部分不足10%。

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黄明会介绍，我
市不断扩大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覆盖范

围。2017年，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病种仅
有9个；2019年，增加至30个；2020年新增重性
精神疾病、膀胱癌、肾癌，使病种数量达到33个，
并同步新增20个精神专科定点医院。同时组建
市级救治专家组，针对33个大病病种，分别制订
详细的诊疗方案、临床路径和质控指标，并通过远
程技术支持、业务培训、对口帮扶等方式，统一救
治标准，规范救治行为。本区县域内贫困患者住
院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出院时只需
付自付部分。

与此同时，重庆建立起“三保险”“两救助”“两基
金”（即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商业补充保险、医疗救
助、疾病应急救助、扶贫济困医疗基金、健康扶贫医
疗基金）多重医疗保障体系，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
不断提高。截至去年12月底，贫困人口住院费用自
付比例总体在10%以内，重特大疾病、慢性病门诊费
用自付比例在20%以内，累计享受报销优惠政策

190万余人次。

有地方看病
村村都有标准化卫生室

近年来，重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贫困区县改
扩建县级医院24所、妇幼保健院14所、疾控中心9
所、乡镇卫生院180所、村卫生室1048所，18个深度
贫困乡镇全部配备监护型救护车，50%以上的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配备呼吸系统疾病早期筛查设备，贫
困区县基础设施设备不断完善。

市卫健委数据显示，目前全市所有区县都有1
所二级甲等以上公立医院、所有乡镇都有标准化卫
生院、所有村（社区）都有标准化卫生室，医疗卫生机
构“三建好”全面实现，确保贫困人口有地方看病。

在璧山区璧城街道四面山村七孔子卫生室，约
70平方米的卫生室分为诊断室、治疗室、药房等，四
五名病人依次坐在板凳上待诊。

“现在条件好多了。”马朝军说，过去的村卫生室
仅20多平方米，还是土坯房，多来几个人，连转身的
地方都没有。

村医陈万琦感慨地说，如今村卫生室已达到标
准化水平，病人用脚投票，宁愿就近看病。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
“戴口罩、一米线”已成市民生活习惯

4月2日下午，陈万琦背着药箱出门，按惯例上
门为签约居民做随访。

刚走进四面山村三组，好几户村民已经在院坝
候着。“小陈，给我量一下血压。”“我也来。”一见到陈
万琦，大伙纷纷挽起袖子，围了上来。

这让陈万琦很高兴，因为村民们的健康意识越
来越强，生了病不再扛着拖着。

近年来，我市组织开展健康教育“五进”（即进机
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主题活动，坚持
每年举办健康科普讲座两万场次以上，5年累计开
展各类健康科普宣传、讲座40万余场次，现场受众
3000万余人次。

市卫健委健康促进处处长袁礼文说：“疫情期间
累计向市民全覆盖发送健康知识短信40余亿条次，

‘戴口罩、一米线’已成为市民生活习惯。”

全市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病种增至33个

多重保障 撑起“健康伞”

□本报记者 匡丽娜

实现义务教育有保障是“两不愁三保障”的底线
目标之一。近年来，重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义务教育有保障”的工作目
标，补短板、兜底线、促公平，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失学。

资助兜底，让每个孩子“有学上”

“我们家有几个娃在读书，要是没有党和国家的
好政策，我都不晓得怎么办了！”4月1日，奉节县冯坪
乡南津村十一组村民刘善均给记者摆起了龙门阵。

刘善均住在距奉节县城50多公里的七曜山山脉
深处，由于家境贫穷，他44岁才结婚，妻子嫁过来的
时候带着孩子，婚后刘善均和妻子又生了两个孩子。

“读小学的娃娃国家每人每年补助1000元，读
幼儿园的幺女国家每年补助2160元……”刘善均计
算着。

据了解，刘善均有两个孩子在冯坪乡明堂小学

住读。校长表示，作为家庭困难的学生，这两个孩子
住校不用缴一分钱，学校还免费为他们提供日常用
品。同时，班主任和科任老师还会对孩子们的学习
进行有针对性地辅导，给予家庭困难学生和留守儿
童更多关爱。

为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重
庆构建了“四个全覆盖”（即学段全覆盖、对象全覆
盖、学校全覆盖、项目全覆盖）的资助政策体系，并实
施了一系列具有重庆特点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资助政策。

例如，对高中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到每生每年3000
元，并全部纳入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免费提供教科
书等。

与此同时，我市还建立健全了资助兜底机制。
全市学生资助审核确认后，新增的农村建档立卡学
生、市外就读“回流”的农村建档立卡学生和其他突
发困难学生，都能通过兜底机制获得资助，确保建档

立卡学生一个都不少。

控辍保学，让每个孩子“不失学”

“控辍保学，是我们实现义务教育有保障的主要
措施之一。”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重庆全
面实行免试就近划片入学，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近
入学。

在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问题上，重庆完善以居住
证为主要依据的政策，保障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入
学、编班、资助等方面与城市学生享受同等待遇。
2020年，全市妥善安排44.7万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接
受义务教育。

对于适龄残疾学生，我市通过普通学校随班就
读、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实施“一人一案”送教上门等
多种方式，确保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

“与此同时，我们充分利用控辍保学信息管理平
台，对失学辍学儿童、少年流动情况实行动态管理。
哪怕非常偏远的乡村有一个学生辍学，市里都会很

快知晓，并且快速介入核查，让辍学儿童、少年重返
校园。”该负责人表示，截至2020年底，义务教育阶
段失学辍学学生连续12个月动态“清零”，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子女已连续16个月保持无失学辍学现象。

改善条件，让每个孩子“上好学”

“我1989年参加工作就来到这里，今年是第32
个年头了。”綦江郭扶镇高青学校教师李祖平说，他
见证了学校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一到冬天教室就冷得受不了，孩子们写
字的手被冻得通红，笔都握不住。”李祖平称，现在学
校的每间教室都安装了取暖设备，功能室设备设施
齐全，整个校园焕然一新。

近年来，重庆通过统筹城乡学校布局，实施标准
化建设等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全市义务
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显著改善。

据了解，我市现有义务教育学校3622所（含教
学点），在校生314万人。通过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
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目前，重庆所有区县
通过了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国家验收。

“目前，重庆正着力实施义务教育质量提升行动
计划，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让每一名适龄
儿童、少年都能上好学。”市教委有关负
责人说。

构建“四个全覆盖”资助政策体系

全面兜底 斩断“贫困根”

□本报记者 廖雪梅 申晓佳

4 月的重庆，春意更浓。清晨，酉阳县板溪
镇杉树湾村二组村民许子富站在干净整洁的厨
房里，哼着小调做着早饭。看到昔日阴暗潮湿的
土坯房变成明亮宽敞的砖瓦房，他心里乐开了
花。

许子富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原先住的房子建
于上世纪60年代，年久失修，墙体开裂，他住得提心
吊胆。得益于我市大力推进的农村危房改造政策，
2019年许子富搬进了新修的砖瓦房。

重庆日报记者近日了解到，我市把住房安全保
障作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之一，市住
房城乡建委、市发改委大力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和易
地扶贫搬迁工作，许多贫困群众的生活像许子富一
样，过得有滋有味。

完成重点对象危房改造20万余户

据介绍，为让更多农村困难群众住上“安全房”，
市住建委优化工作举措，积极推动政策落实。一方
面，建立脱贫攻坚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分片督导制度，
将全市33个有扶贫开发任务的区县划为11个片
区，重点督导年度任务完成、住房安全等级鉴定、标
识标牌张贴、危房改造质量等情况；另一方面，严格
按照“鉴定安全、改造安全、保障安全”3种分类，采
取“看、听、记、拍、传”的方法逐户核实建档立卡贫困
户住房安全有保障情况。截至去年6月底，全市完
成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有保障核验工作，共完
成核验近47.7万户。

此外，该委还全面规范住房安全等级鉴定工作，
严格执行危房改造建筑标准和要求，对动态识别新
增的贫困户发现一户改造一户，对已脱贫户在全面

排查的基础上分类采取措施妥善解决。
“十三五”时期，全市累计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

等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20.3万户，实现了住房安
全有保障目标。

危房改造惠及贫困群众35.5万人

农村危房改造，不仅温暖了困难群众的心，也点
亮了他们的新生活。

4月5日上午，铜梁区太平镇万寿村。脱贫户张
碧秀和老伴赵祥林坐在红瓦砖墙的新房前，一边择菜
一边聊天。他们住的新房，在村里看起来很“抢眼”。

刚择完菜，张碧秀赶紧把地上的菜渣清理了，
“住上新房子了，更要自觉维护环境。我们家前年还
评上了镇里的最美庭院呢。”

据统计，“十三五”以来，重庆农村危房改造已惠
及群众上百万人，其中贫困群众35.5万人。

如何巩固脱贫成果，接续推动乡村振兴？市住
建委将持续实施农村低收入人口农村危房改造，深
入推进“三师一家”设计下乡活动，开展宜居农房建
设试点，通过推进“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
活动，努力实现乡村生态宜居。

易地扶贫搬迁让25万人住进“三美家园”

除了危房改造外，易地扶贫搬迁也让我市许多
困难群众实现了“安居”“乐居”。

“搬进安置点以前，我日子过得苦。可现在，我
觉得生活特别甜！”说起易地扶贫搬迁，住在黔江区
城南街道李家溪安置点的陆翠菊眼中闪着光。

搬迁前陆翠菊生过重病，没有工作，家里一贫如
洗。2019 年底，黔江 29个乡镇、街道的 413 户、
1531名贫困人口经自愿申请搬迁至李家溪安置点，
陆翠菊就是其中一员。搬迁后，她在安置点做保洁
工作，收入稳定。

为解决“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问题，“十三
五”时期，我市不断深化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市发改
委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底，全市已全面完成
6.48万户、25.2万人建卡贫困人口搬迁任务，搬迁群
众全部实现入住。

重庆危房改造惠及贫困群众35.5万人

逐户核实 筑起“幸福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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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下）

2020 年 4 月 2 日，云阳县泥溪镇枞林村卫
生室，村医方绍宽给村民输液。（资料图片）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2020年3月26日，武隆区后坪镇文凤村天池苗寨，危
房改造脱贫户、86岁的村民罗兴文开心地站在新房前。
（资料图片）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2021年3月1日，黔江区小南海镇后坝小学校二年级
学生在课间玩石头剪子布游戏。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