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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羽：振兴产业带领贫困户稳定脱贫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3月30日，自治区草原学
习轻骑兵宣讲小分队成员、
内蒙古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教研室主任包羽深入到太仆
寺旗宣讲全国“两会”精神。

宣讲中，包羽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
贯彻2018年全国‘两会’精
神”为题，深刻阐述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精神
实质，从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对内蒙古的亲切关
怀和殷切嘱托，深刻学习
领会和宣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扎实推进脱贫攻
坚和扎实推进民族团结、
稳边固边的重要要求，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等方面进行
了详细的宣讲解读。

参加宣讲会的太仆寺
旗干部职工用心聆听、认真
记笔记。大家一致认为，宣
讲内容脉络清晰、生动形

象、重点突出、内涵丰富，理
论性、逻辑性、针对性强。

该旗永丰镇上皮坊村
党支部书记刘秀泉说：“今
天聆听了报告，使我对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对
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内容
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
解，感觉收获很大。作为一
个基层党支部书记，我要把
自己的收获分享给村民们，
并严格按照要求，打好脱贫
攻坚战，为全旗摘掉贫困帽

的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宣讲过程中，包羽还

与参会人员进行了互动交
流。对太仆寺旗永丰镇干
部左玉林等提出的怎样把
乡村振兴战略与当前脱贫
攻坚工作有机结合的问题
给出了具体解答。

包羽说：“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有着非常丰富的
内涵。简单说，包括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内
容。我认为，我们当前的脱
贫攻坚工作，就要紧紧扣
住这5个方面统筹推进。尤

其是对于太仆寺旗的现状
来说，产业兴旺是最重要
的一点。只有产业兴旺了，
才能带动更多的贫困户稳
定脱贫，才能让更多的贫
困户有机会享受到产业扶
贫，从而才能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在北京住院20多天，
心脏放了支架，自己才花
了2000多块钱，真要感谢
有这么好的政策。”杭锦后
旗沙海镇友爱村村民韩建
林提起今年春天这次就医
报销经历倍感温暖。

翻开韩建林的报销结
算单，可以清楚明白地看
到 ： 医 疗 可 报 销 费 用
64034.47元，基本医疗报销
41000.19元，大病保险报销
5627.42元，兜底医疗保险
报销15666.17元，除可报销
范围外的费用，最终个人
实际支付1740.69元。

一下子报销了这么多
医疗费用，完全出乎韩建林
的意料。他感慨地说：“起初
入兜底医疗保险的时候，也
没当成回事儿去了解，反正
就100元，费用也不高，听乡

干部宣传，这是政府主导的
保险，我们就都入了，没想到
关键时候还真管上大用了。”

今年，杭锦后旗进一
步健全和完善困难群众医
疗救助制度，在基本医疗
保险、大病保险、民政医疗
救助的基础上，创新推出
了全民兜底医疗保险政
策。贫困患者经过基本医
疗保险、大病保险、民政医
疗救助和兜底医疗保险四
重保障，住院最终实际报
销比例达到90%以上，有效
缓解了困难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
在杭锦后旗政务中心

社保服务窗口，前来缴费和
咨询的群众都为兜底医疗
保险政策点赞。这个由政府
主导并监督，保险公司“保
本微利”的合作机制，确保

了群众利益的最大化，彻底
消除了群众的后顾之忧。

特别暖心的是，特殊
困难群众的兜底医疗保险
缴费费用由财政承担。低保
户每人200元，其中个人缴
费100元，财政补助100元。
重度残疾人、农村“五保”
户、城镇“三无人员”、孤儿、
建档立卡贫困户每人200
元，完全由财政全额承担。
此外，已经参加基本医疗保
险的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均
可投保兜底医疗保险，每人
100元，自行缴费。

二道桥镇甲一村的郭
润桃自2013年发现患有重
病以来，辗转呼和浩特、银
川、北京等地治疗，先后做
了4次手术，家里的十几亩
地全靠亲戚和村民照顾，
生活极度贫困。

“因病成了贫困户，要
是没有这些好政策，可能
早就放弃治疗了，这个人
和这个家就彻底完了。”面
对疾病折磨的郭润桃，每每
想到治疗费用有着落，心里
就感到些许安慰和踏实。

“好政策给了我希望。以前
花的钱就没法算了，光今年
这一次就花了将近11万，医
疗保险、大病报销、民政救
助后剩下的费用兜底医疗
保险都给报了。”

据杭锦后旗社保局工
会主席马忠禄介绍，建档
立卡贫困户、低保户、重度
残疾人、农村“五保”户、城

镇“三无人员”、孤儿的医
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民政医疗救助后，剩
余目录内医疗费用由兜底
医疗保险全部报销。因突
发事件造成的意外伤残、
死亡，在执行上述报销政
策后，由兜底医疗保险再
赔付1万元。城乡居民和职
工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
在基本医疗、大病保险、民
政救助报销后，剩余医保
目录内医疗费用由兜底医
疗保险按比例给予再次报
销，最高报销费用30万元。

目前，杭锦后旗已经
建立起基本医保为基础、

大病保险为辅助、商业补
充保险、医疗救助为补充的
立体化医疗保险体系，有效
降低看病住院的经济负担，
免除了贫困群众有病不敢
看、不敢住院的后顾之忧，
使困难群众“小病即治、大
病能救、病后可助”。

截至今年3月底，全旗
兜底医疗保险参保129514
人，共缴纳1431.66万元。
979名贫困患者得到救助，
患者医疗费用总额为661
万元，而患者自付费用仅
有66万元，占总费用的
10%，切实解决了贫困患者
看病就医问题。

新华社成都4月9日电

（记者 吴文诩） 在成都
市青白江区城厢镇的彭大
将军专祠内，一座高达近
10米的石碑矗立其间，碑
身南北面书有“彭大将军
家珍烈士纪念碑”，东西面
写着“先烈彭大将军家珍
殉国纪念碑”。

1912年1月26日的深
夜，北京西四北红罗厂，清
朝顽固派首领良弼家宅门
口响起猛烈的爆炸声。23
岁的京、津同盟会军事部
长彭家珍只身深入虎穴，
用土制炸弹将良弼炸死，
自己则英勇捐躯。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
金堂人（今青白江区城厢
镇人），1888年4月9日出
生。1906年毕业于四川武
备学堂，后赴日本考察学
习军事，在日本期间加入
中国同盟会，接受孙中山
先生倡导的革命思想。

1912年1月1日，中华
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
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
统，但清王朝以良弼为首
的顽固派不甘失败，组织

“宗社党”拼力反抗革命。
良弼是“宗社党”领袖，他
坚决反对清廷与革命政府
议和，欲集结十万清军与

革命军决一死战。
为了扫清革命阻碍，

彭家珍自告奋勇，决定舍
身前往刺杀良弼。彭家珍
通过调查发现，良弼的亲
信弟子、奉天讲武堂监督
崇恭与自己外表相似，可
以假扮他去见良弼，于是
便印了崇恭的名片，又购
买了一套清军官服。

1912年1月26日晚，当
良弼乘坐的马车回到府邸
门前，良弼正从马车上迈下
一只脚时，一个身着清军官
服的青年人迎上来递上一
张名片。良弼觉得不认识眼
前这个人，诧异之间欲转身

快步回府。突然，青年人掏
出一枚炸弹，一声巨响后，
良弼应声倒地，左腿当即被
炸断。一块弹片也击中了青
年人的头部，他不幸壮烈牺
牲。这个青年正是彭家珍，
时年23岁。两天后，良弼伤
重死去，同时殒命者还有其
八名卫兵。

那是一个为革命慷慨
赴死的年代。爆炸行动前，
彭家珍写好绝命书，连同账
簿和现洋200元装入皮包
内，交给同志。“共和成，虽

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
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
荣。”这是彭家珍留下的生
命绝唱。

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
在爆炸行动十多天后，清朝
宣统皇帝下诏宣布退位，中
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从
此终结。孙中山称赞彭家珍

“我老彭收功弹丸”，并追赠
其为“陆军大将军”。新中国
成立后，毛泽东签发给其家
属《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
纪念证》，表彰彭家珍“丰功

伟绩永垂不朽”。
彭家珍已经牺牲100

多年，如今家乡城厢镇的
变化非常大。近年来，城厢
镇以重点镇建设为契机，以
现代产业发展为支撑，以

“五区一带”和古镇保护开
发的产业发展布局为基础，
推动全镇经济社会的不断
发展，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
步伐，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初步形成交通方便、环境优
美、具有较强辐射力的区域
经济文化中心。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一张充满温度的兜底医疗保障网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韩继旺

彭家珍：慷慨赴死为共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