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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8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3个月前，兴安盟科右
前旗保门办事处三星村的低
保户张生经历了一场重病。

住院20天，治疗费花去
16.5万多元。经基本医保、大
病保险报销、商业补充保险
报销后，医保可支付范围内
个人自付费用还有2.76万
元。比起高额的医疗费用，
这已经很少了，但还是让张
生很犯愁。可让张生没想到
的是，出院时“一站式”即时
结算，政府兜底报销了
14150.55元，民政医疗救助
给了9916.16元，自己只出了
3561.77元。

“除了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商业补充保险报销、
政府兜底，民政医疗救助又

给了将近1万块，最后自己
只出了三千多。赶上好政
策，我们贫困户再也不用担
心看不起病了！”张生感慨。

为减轻困难家庭重特
大疾病医疗负担，我区在完
善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的基
础上，全面实施了重特大疾
病医疗救助，先后将城乡低
保、农村五保、特困人员及
低收入家庭和因病致贫家
庭重病患者、建档立卡贫困
户纳入救助范围。对患重特
大疾病住院治疗后，经基本
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商业补
充保险报销后个人负担的合
规医疗费用，特困人员全额
进行救助，低保对象和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按照不低于

70%的比例救助，低收入医
疗救助对象和因病致贫医
疗救助对象按照不低于50%
的比例进行救助，让重特大
疾病患者又多了一份保障。

困难群众患上重特大
疾病，在区内治疗时，可以

“先诊疗后付费”。
如需转外治疗，没有钱

甚至连住院押金也交不起
怎么办？2015年8月，锡林郭
勒盟多伦县11岁男孩袁野
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确诊
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仅
1个月时间就支出医疗费近
7万元。母亲无业，祖母年事
已高，全家只靠父亲干装卸
工的薪水支撑。7万元已经
倾尽家庭所有，母亲韩福荣

求助到当地民政局。经过与
乡镇人民政府联合入户调
查，民政局召开会议，研究
决定对袁野给予医前救助2
万元，有效解决了他大病前
期医疗资金不足的困难。

锡林郭勒盟实施医前
救助，使困难大病患者能
够及时凑足医疗费用，及
时得到医治。不止锡林郭
勒盟，其他盟市也创新举
措，进一步强化医疗救助
的“兜底”保障功能。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对

大病患者及重症慢性病患
者（如尿毒症血透、白血病
等），实施住院救助后仍无
力承担费用或因负担费用
过高严重影响基本生活的，
给予二次救助。兴安盟乌兰
浩特市和阿拉善盟阿拉善
右旗实施临时医疗救助，对
城乡重度残疾人员和低收
入家庭中的大病患者，住院
费用经基本医疗保险报销
后，自付费用超过5000元
的，超过部分按60%的比例
给予救助，年度最高救助限

额为4000元……
同时，我区还设立内蒙

古自治区重特大疾病慈善
医疗救助专项基金，对全区
低保对象、农村特困人员、
低收入家庭和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中的患重特大疾病
对象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
保险、商业保险报销后的个
人自付费用进行慈善援助。
截至2017年底，已累计下拨
救助资金1.18亿元，募集捐
款（捐药）价值8350万元，共
救助患病困难群众5409人。

一年之计在于春。虽
是料峭春寒，可在鄂尔多
斯市乌审旗无定河沿岸的
田野里，数台大卡车、刮路
机正在拉沙运土、平整土
地，隆隆轰鸣声开启了春
天新的生机和希望。

趁着土地尚未消融，机
械进去好运转，从去年腊月
初九开始，梁小平已经连续
大干了一个多月，在近700亩
下湿水稻地上垫了2700大
车、6700多方沙土，提前对土
地进行整合改良。眼前的无
定河，充满了田园乡村的诗
情画意，让他陶醉在其中。

梁小平是乌审旗无定
河镇无定河村蘑菇台六社
农民，现任无定河社会化综
合服务协会会长。2012年，
在外面摸爬滚打多年的梁
小平，返回家乡开始新的创
业。他承包了村里1000多亩
荒地，建立了有机水稻、瓜
果种植基地。第二年，在无
定河镇政府的支持下，建起
稻米加工厂，购置了“一条
龙”加工设备，彻底改变了
当地农民把家门口的水稻
搬运到300多公里之外的宁
夏加工的窘境。

2013年一次偶然的机

会，他在电视里看到东北有
人在稻田里养殖螃蟹的成
功范例，便只身一人前往东
北考察学习并引进了稻田
养殖螃蟹技术，实现了一地
两用、立体生态种养。他的
公司一方面搞种植、加工，
另一方面与农民签订协议，
并提供种子和有机肥，农民
只管种田，产品公司回收，
全村水稻种植面积达到
2300亩，亩产按550斤算，农
民一亩净挣2000多元。2017
年，他又跨村发展，在几十
里外的巴图湾村通过土地
流转，承包种植水稻500亩。

鉴于这个产业在稳粮
增收、致富农民上的潜力，
乌审旗、无定河镇两级党
委、政府大力支持，为无定
河有机水稻种植投入了全
旗首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全
程可追溯系统”，真正实现
了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可
追溯。2015年2月，无定河大
米通过有机产品认证，2016
年和2017年，连续两届获得
中国食品博览会金奖。梁小
平在东胜、呼和浩特、榆林
都设了专卖店，“无定河”大
米一路畅销，供不应求。

“正是无定河天然的

地理优势、绿色健康的耕
作方式和独特的品牌优
势，让我们公司声名远播，
让‘无定河’蟹田生态有机
大米广受消费者青睐。下
一步，我们还要试种推广
糯米和香米，在提高品质
的同时增加品种，满足不
同消费者的需求。”梁小平
信心满满地说。

小富不骄，富而思进。5

年来，梁小平在无定河村和
巴图湾村的水稻种植面积
累计达到2800亩，年产有机
水稻150多万斤，加工大米
70多万斤，实现产值收入
3000多万元，纯收入达500
万元，并带动周边60多户农
户走上致富之路，年人均纯
收入达到2万多元。乡亲们
通过种植无公害纯绿色水
稻实现了增收致富。

新华社武汉5月1日电

（记者 冯国栋）“人生应
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
一直都是光明的。”这是萧楚
女烈士的人生观。他的一生，
就像一支永不熄灭的“红
烛”，光明磊落燃尽了自己，
点燃了大片革命的火种。

萧楚女，1893年出生于
湖北汉阳，原名树烈，学名
楚汝，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
理论家、教育家和无产阶级
革命家。

1911年武昌起义时，萧
楚女投军参加了阳夏保卫
战。辛亥革命后，他进入武
昌实业学校学习，毕业后在
《大汉报》和《崇德报》任编

辑，经常用“楚女”笔名发表
文章，从此开始以手中的笔
为武器，纵横驰骋在舆论阵
地上，宣传马列主义和救国
救民真理，揭露帝国主义和
封建主义的罪行。

萧楚女先后在湖北、安
徽、四川、上海、广州等地从
事革命工作。1920年初，他
参加恽代英在武汉创办的

“利群书社”，开始走上有组
织的斗争道路。1923年6月，
他在重庆担任《新蜀报》主
笔，撰写了大量的政论、社
论。同时，他经常给《向导》
《中国青年》撰稿。

他的文章，笔锋犀利，
战斗性强，矛头所向，不是

“指责土酋军阀，就是痛骂
贪官污吏”，连反动派所控
制的报刊也不得不赞叹萧
楚女的文章是“字夹风雷，
声成金石”。

1924年8月萧楚女任中

共中央驻四川特派员，领导
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四
川的革命斗争，10月组织四
川平民学社，出版刊物《爝
光》。1925年6月戴季陶主义
出笼后，他专门写成《国民
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
批驳戴季陶对共产党的攻
击和污蔑。他还撰文开展了
对国家主义派的批判。

1926年1月后，萧楚女
到广州先后担任国民党中
央宣传部干事兼中国国民
党政治讲习班教授、黄埔军
校政治教官等职。1927年4

月，萧楚女在广州反革命大
屠杀中被逮捕，4月22日被
杀害于狱中，年仅34岁。

萧楚女曾形容自己的
人生观是“蜡烛人生观”，并
以此自励。生前他在农讲所
和黄埔军校带病工作时曾
说：“同学们，你们想蜡烛不
是能放光明吗？做人也要像
蜡烛一样，在有限的一生中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给人以
光明，给人以温暖。”

“他笃学不倦，自学成
才，成为我党早期卓越的
理论家、思想家、演说家。”

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
员张帆说。

萧楚女故居原址位于
武汉市汉阳区杨泗港内。
如今英雄故里基础建设日
新月异，一大批改善民生、
拉动经济的项目和规划正
在这里落地。

为更广泛传播党史，
武汉市汉阳区党史与文化
部门近年采用系列连环画
的形式编写了一套《汉阳
故事》，萧楚女的故事就在
其中。萧楚女的“红烛”将
永照人们的心田。

困难群众多了一份保障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霍晓庆

返乡创业弄潮儿梁小平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王玉琢 实习生 刘生梅

萧楚女：一支永不熄灭的“红烛”

萧楚女（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