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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关注 5

包头：让带娃老人成为新市民
文/《人民日报》记者 张 枨

“多亏了党的好政策，我生了
这么大一场病，最后也没花多少
钱，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还天天
来看望我，太让我感动了。”说这话
的，是家住昆都仑区林荫路街道友
谊21社区的赵玉田老先生。

2003年，赵玉田老两口投奔
在包头市工作的儿子。今年已经
70岁、一直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
老人，于今年4月突发心梗，连做
了两次心脏支架手术。

“家里本来就困难，如今我这
一病，这么多钱可咋办。”这笔钱
让老人犯了愁，没想到，由于之前
老人在村里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不到一个月，13万元的手术
费就报销了近8万元。

“剩下的费用，办事处正积极

为老人办理包头市的大病救助，
按照相关规定，民政部门将按照
自负医疗费用30%以上给予一次
性临时救助。”林荫路街道党工委
书记张杰说。

对于年龄普遍较大的外来老
人们来说，生病在所难免，此时，
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住院
费用能否直接结算、程序是否便
利对于他们来说就十分重要了。

“今年6月，启用国家统一的
《异地就医登记备案表》后，参保人
员只需提供相关证明即可随时办
理异地就医备案。”包头市医疗保
险局异地结算科科长孟宪敏介绍，
对于内蒙古范围内异地住院和跨
省多次异地住院的，可以直接电话
备案或在医保局业务窗口进行备

案，方便外地老人异地就医结算。
截至目前，包头市已经与全

国31个省份实现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网络互联，共有跨省异地就医
定点医疗机构18家，所有三级医
疗机构全部与国家网络平台实现
了互联，每一个旗县区都有一家
跨省定点医疗机构。

包头市民政局局长云港介
绍，近年来，包头市建成各类养老
服务机构和设施407个，初步形成
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
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同时，设
置了统一社会救助申请受理窗
口，开通了“12349”社会救助热
线，使外来老年人群体“求助有
门、受助及时”，享受与户籍老年
人同等的“救急难”救助。

社区活动多

医保政策好

对于今年69岁、住在同一社
区的赵玉荣来说，看孩子早已不
是她现在的主要任务了。来自辽
宁营口的赵大妈，一退休就来女
儿家照看外孙了，这一住就是18
年。“如今外孙快高三了，早都不
用我管了。”赵玉荣笑着说。

随着外孙一天天长大，赵大
妈的闲暇时间也越来越多，这对
于性格开朗、天生闲不住的她来
说，反倒有些不适应。“孩子们都
有自己的工作，自己每天闲着也
不是个事，当时社区也没有老年
人的活动团体，我便产生了自己
组建一支队伍的想法。”赵大妈告
诉记者。

2012年，赵大妈组建了一个
老年人常青藤艺术团，“一开始许
多人还不太愿意参加，队伍只有

七八个人，后来社区的老人们看
着我们跳舞、扭秧歌，越看越有
趣，大家相互带动，参加的人也越
来越多，如今我们队伍已经有130
多人了。前不久还在昆都仑区广场
舞大赛上获得了第三名。”作为艺
术团团长的赵玉荣一脸骄傲地说。

“我们社区的老人们相处得特
别融洽，几乎没有吵架的，不管你
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有什么困难
大家都会帮一把。”今年60岁、来自
乌兰察布的曹俊娥老人说。

2017年，社区于大妈的丈夫
突发胃病，由于早高峰打不到车，
老人们便借了一辆手推车，互相
接力将其送到了医院。今年3月，
本地老人朱大妈，在路上忽然感
到一阵头晕，只能扶着树站立，被
社区一位外地老太太发现后，立

刻找到其家人，送往医院……像
这样老人们互相帮助的例子，在
社区数不胜数。

“对于这些老人来说，除了子
女的陪伴，他们也需要有自己的
生活，需要社交、文娱等活动丰富
自己的精神生活。”东友谊22社区
党委书记、社区主任郭孝红告诉
记者。

为了能让老人们更好地融入
社区，有归属感、融入感，社区积
极组织老人们参加形式多样的文
娱活动。“前不久端午节我们就组
织社区里的老人们一起包粽子，
平时我们也会看望孤寡老人、为
老人们庆生。”郭孝红说。此外，社
区还专门开辟了多功能活动室、
棋牌室、乒乓球室、阅览室等，为
老人们提供相关活动场所。

孩子能入托
下午5点，家住昆都仑区昆工路街道东友谊22社区的康淑花大

妈，刚刚收拾好东西，准备到幼儿园去接自己4岁的小孙女。
“前两年，自己的生活就是一个节奏，白天黑夜都围着小孙女

转，确实累啊。”康淑花说。4年前，她从河北张家口老家来到在包头
打工的儿子家，帮忙照顾孩子，今年她已经63岁了。

带孙女对于老人来说并非是轻松活，为了让儿子儿媳能休息
好，孙女从小就跟着康淑花睡觉。“孩子一两岁的时候，我每天晚上
都睡不踏实，一方面是孩子容易哭闹，另一方面是生怕孩子踢被子
着凉感冒了，或者一不小心从床上掉下来，睡一两个小时就得起来
看一看，生怕有什么问题。”康淑花说。

给孙女做饭也耗费精力，老人扳着指头数，“牛奶、小米粥、鸡蛋
羹、儿童挂面等，每天都得变着花样来，还要符合孩子口味，这样一
天三顿才能吃好。”

孙女慢慢长大，入托的问题又摆在了老人面前。“当时担心儿子
没在包头落户，孙女不好入托，没想到无论公立、私立幼儿园，不管
户口在哪，只要去登记，检查好身体、报名交费就能入托。”康淑花告
诉记者，最终一家人选择了离家最近的一处私立幼儿园。

“现在孙女一日三餐都在幼儿园吃，每天交18元的伙食费，就能
吃得很不错，入园以后都吃胖了。”老人笑道。

孙女入了托，老人的负担减轻了，空闲时间也多了起来。现在她
每天都会和社区的老人们坐一坐、唠唠嗑，前段时间她还在社区帮
忙打扫卫生，挣点小钱。“我还打算加入社区的老年舞蹈队，一起跟
着跳跳广场舞，锻炼身体。”

“单靠政府办的公办园，显然无法满足学前教育需求，还要有效
引导和支持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为此，我们提出‘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方略，即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减免租
金、以奖代补、派驻公办教师、优质公办园办分园、集团化办园等方
式，确保了民办幼儿教师队伍相对稳定。”包头市教育局副局长田珺
介绍。

截至2017年底，包头市共有幼儿园326所，公办园和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在园人数占80.43%，全市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由2011年
底的55%提高到94.07%，学龄幼儿入园难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缓解，为
带娃老人们减轻了负担。

同时，针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等群体的入学问题，包头市
出台相关政策意见，按照“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公办学校接收为
主”原则，在内蒙古率先实现100%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随迁就学
问题，在学籍管理、入队入团、课内外活动、评优评先、中考招生政策
等方面与当地居民子女一视同仁。据统计，2017~2018学年初包头市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人数占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34%，其
中98.5%在公办学校就读。

包头市引导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
性服务，没落户孩子也能入托，为带娃
老人减负；社区组织多种文娱活动，提
供文娱场所，让老人们更好地融入社
区；目前包头市已经与全国31个省份实
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网络互联，参保老
人可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符合条件还可
获得包头市的大病救助。

包头市作为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
工业城市，拥有基数庞大的产业工作
者，流动人口人数众多，带娃老人数量
呈现增长趋势，使得养老等相关服务发
展需求更加多元。

近年来，包头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文件，使带娃老人拥有归属感、融
入感，与他们的子女一样，成为包头市
的新市民。 包头地标之一———三鹿腾飞雕塑（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