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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15日讯 （记者 张文强）自治区全
面实施健康扶贫工程以来，全区各地深入开展大病
集中救治一批、慢性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重病兜
底保障一批的“三个一批”健康扶贫行动，让罹患大
病和慢性病的贫困患者有了更多获得感。

60岁的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农民闫润涛因患
慢性肺栓塞合并高血压、冠心病而卧病在床多
年，每月口服的各种药品加起来至少得花500多
元。“自己不能出去买药，全靠家人照顾，每个月
还得花很多钱买药。”沉重的医疗负担让闫润涛
苦不堪言。

在卓资县，像闫润涛这样的贫困慢性病患者不
在少数。而且，由于这些患者所用的药品往往不在
当地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常用药购销计划当
中，所以很难在当地买到，也很难报销。

2016年，针对这类慢性病患者，卓资县出台了慢
性病用药直采直送制度。签约服务的家庭医生将慢
性病患者所需药品报送至政府药品集中采购管理办
公室（以下简称药采办），药采办负责与药品经销商议
价、采购药品，然后由家庭医生每月两次上门送药给
慢性病患者。慢性病患者在基本医保报销80%以后，
再由县医保基金补贴15%，自己只需支付5%的医药
费。

“我现在每个月的药费自己只需花30元左右
就够了。”卓资县推行的慢性病用药直采直送制度
让闫润涛等慢性病患者有了更多获得感。

“家庭医生除了送药上门，还会对慢性病患者
进行健康管理、健康干预。”卓资县卫计局局长王仝
锁介绍，目前全县的慢性病患者全部有了自己的家
庭医生，家庭医生会定期上门对他们进行常规性检
查，并指导他们用药。

大病和慢性病是群众通往幸福之路的绊脚石，
更是各级政府在精准扶贫中难啃的硬骨头。

2016年9月，按照国家部署，自治区卫计委、扶
贫办等14部门联合下发了《内蒙古自治区健康扶
贫工程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启动健
康扶贫工程，提出对贫困人口住院报销实行基本医
保和大病保险起付线各降低50%、报销比例各提高
5%的“两提高、两降低”优惠政策，以及在县域内定
点医疗机构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制度。尤其对大病
和慢性病患者，要求各地加大保障力度，确保实现
精准脱贫。

《实施意见》下发后，各地根据自身实际，因地
制宜，对大病和慢性病患者进行分类救治。乌海市
将贫困人口全部纳入重特大疾病救助范围，建立了
贫困人口大病救助金，对贫困大病和慢性病患者进
行“靶向治疗”。呼和浩特市动员和协调多部门形
成了“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补充保险+
专项救助基金”五位一体的救助模式，为大病及慢
性病患者撑起了健康保护伞。包头市全面实施贫
困患者重特大疾病专项救治工作，针对部分恶性肿
瘤等重特大疾病贫困患者，在旗县级公立医院和乡
镇卫生院进行住院治疗的，自费部分予以全部减
免，彻底解决大病贫困患者无法承担住院费用问
题。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我区于2017年11月在
赤峰市林西县召开全区健康扶贫工作推进会，重点推
进以“三个一批”健康行动为核心的健康扶贫工作深
入开展。

一年来，经过不懈努力，全区已累计救助患病
困难群众114.1万人次。其中，针对大病和慢性病
患者的“三个一批”健康扶贫行动已累计救治贫困
农牧民大病患者 1882名；免费体检贫困人口 60
余万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签约服务实现了全覆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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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恒昌店巷小学学生在聆听春节民俗故事。当日，该
校师生来到五塔南社区，开展“包饺子 剪窗花 学民俗”年味十足的传统春节民俗
活动，社区组织民间艺人为孩子们免费传授剪纸技艺，讲民俗故事，感受中国传统
民俗文化，丰富假期生活。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王磊 摄

感受年味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2月14日一大早，扎赉特旗巴彦高勒
镇常胜村移民新村贫困户王占生和老伴正
在家里张贴年画和对联。见了记者他兴冲
冲地说：“今年不谢天、不谢地，只感谢习近
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让我们家有了新房，而
且还给了我们产业扶持的政策，帮我们搞
养殖，让我们能够过上好日子！”

今年春节，对常胜村移民新村的每
一个家庭来说都显得格外有意义。在党
的十九大后的第一个新年里，在政府为他
们建造的新房中，在摆脱贫穷奔小康的路
上，乡亲们感觉幸福满满。

“新房子要好好爱护，不能破坏了，
外面打工的儿女就快回家了，要给他们一
个惊喜，将来也希望他们能够留在家里，
为家乡发展做贡献。”贴完年画对联，王占
生老伴开始收拾屋子，精心细致地擦拭。

到了中午，在干净整洁的房子里，老两口
一边包着饺子，一边畅想着开春以后怎样
更好地发展产业。在他们充满喜悦的笑
声中，满是对新年的憧憬和更加美好生活
的热切期待。

巴彦高勒镇实施移民新村搬迁项目
以来，采取整体搬出易地安置的方式已安
置了94户农民。“易地选址距原屯3.5公
里，移民新村新址紧邻巴彦高勒至五七农
场公路，交通便利，背风朝阳、地势平缓，
适宜人居还便于发展产业。”巴彦高勒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李雪峰说。

走进贫困户师君家，这老两口也正忙
着“打扮”新房，红灯笼、中国结悬挂在客
厅，增添了新春的喜气。师君的老伴张娜
长期患病，自从搬到新房后，病情有了很大
的好转。说起居住条件发生的巨大变化，
师君的话语里满是感动：“感谢国家给我们
盖的新房，让我们离开原来的穷山沟儿，以
后一定要好好干，让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移民新村年味儿浓

□本报记者 王玉琢

大年时节，记者乘车出薛家湾一
路向西行驶，沿百里长川北上，一条宽
阔的水泥路一直通到了马掌胜家。眼
前的变化，让人惊喜。3年前的平房已
被眼前80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替代，
宽敞明亮气派。住宅东侧是400平方
米的封闭式仓库，以及玻璃顶采光加
工间和半封闭草棚。院子中心空地
上，堆着好几垛分拣完的干黄芪，空气
中弥漫着药材的香气。

68岁的马掌胜，笑盈盈地迎我们
进屋。他告诉记者，自从种植黄芪以
来，订单不断，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说着话，老人的眼睛已经笑成了一条
缝。

“我从新闻里听了乡村振兴战略，
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感觉全身有使不
完的劲儿，心里思谋着，彻底改变农村的
新时代来了，靠奋斗，我们一定会过上幸
福生活的！”马掌胜越说越激动。

2013年，马掌胜经多次考察后，
开始种植黄芪。没想到，当年试种的
60亩黄芪大获成功，并收获20万元。
经专家检测黄芪品质上乘，全部被北
京药厂高价收购。尝到甜头的马掌
胜，开始动员全村村民一起种黄芪。

一业兴百业。短短 3年时间，准
格尔旗薛家湾镇巴润哈岱村种植黄芪
渐成气候。2015年马掌胜组建了源
圆农业合作社，他经常往返于北京、赤
峰、呼市等地学习种植技术，了解市场
行情，为社员提供种苗、农资、技术培
训与咨询服务，同时开展市场价格营

销信息、代购代销等业务。马掌胜拿
着一根黄芪对记者说：“这黄芪可是与
当归、人参齐名的好中药。一指粗的
根茎可以切片，枝枝杈杈的毛芪，可提
炼做成药丸。我们这儿种出的黄芪在
全国都是一流品质。”

“前些年种玉米，最好年头收入不
过2万元。当我看到马掌胜种黄芪发
家致富后，也开始尝试，现在光靠种黄
芪一项就收入20多万元，收入较过去
翻了几番。今年我们兄弟俩种植黄芪
的面积，从原来的3亩增加到120亩。
相信我们会提前进入小康的！”加入合
作社的村民贾金泉说。

巴润哈岱村发展黄芪产业，不仅带
动了村民致富，还解决了村里人的就
业。在贾金泉兄弟俩百亩黄芪地里打工
的郭俊仙便是其中之一。“在这里打零

工，1天能挣100块钱。这个产业有前
途，我们跟着干也有信心。”郭俊仙说。

陪同记者采访的巴润哈岱村村党
支部书记田勋世说：“实施美丽乡村建
设，村里的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原来的
土路修成了水泥路。在集体和个人共
同筹资下，60万元打了一眼深井，解
决了黄芪运输和灌溉问题，村里也是
想方设法为产业发展铺路搭桥。”

“巴润哈岱村从2013年开始种植
黄芪，通过土地整合、调整种植结构，
积极引导村民发展黄芪种植。现在，
黄芪基地已从最初的70亩增加到800
亩，预计明年可达到3000亩。在国家
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逐步打造黄芪
产业链，再结合乡村观光旅游，拓宽乡
亲增收致富的渠道。”准格尔旗薛家湾
镇镇长郭瑞说。

小黄芪圆了马掌胜的淘金梦

2 月 15 日，巴彦淖尔
电业局巴彦供电分局工作
人员对辖区重要负荷区进
行负荷测试，保证用电安
全。当日是农历除夕，巴
彦淖尔电业局巴彦供电分
局员工依然坚守在工作岗
位，对辖区内供电线路进
行排查，保证春节期间生
产、生活用电，让各族群众
度过一个欢乐、幸福的新
春佳节。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
记者 孟和朝鲁 摄

除夕的坚守

□本报记者 冯雪玉

春节期间，呼和浩特市的小方夫
妇也开始了买年货之旅，两人“年货
单”上的最大件儿是汽车。

两年前，小方就计划买车，作为
一名地道的“国货控”，小方的购车目
标当然是国产车，可是亲戚朋友为这
事没少劝他。

“你的预算是15万，完全可以买
一辆不错的合资品牌车，干嘛非要买
国产车？”朋友小李劝他。

“中国的汽车产量已经是世界第
一，为什么不能买国产车？”小方自信
满满地说。

“可是，产量第一不代表质量第
一！还是看看大众、别克这些品牌
吧！”小李接着劝他。

小方又说：“您对国产汽车的认
识还停留在10年前，那时国产汽车
确实没啥竞争力，可是经过这些年的
努力，我们已经追上来了，同车型的
车，国产车在各项配置和参数上并不
比合资或进口车差，价格还实惠，我
当然选性价比更高的。消费者都想
买质量好的产品，我也是咨询了很多

业内人士，上网浏览了无数帖子最后
觉得自主品牌在发动机、变速箱、底
盘‘三大件’上已经不比某些合资牌
子差，在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选择国
产车更实惠。”

就这样，小方力排众议，带着爱
人来到某国产汽车4S店，全款购置
了一辆该品牌的SUV。

小方的妻子说：“我们家大到冰
箱、电视机，小到手机、电饭锅、剃须
刀，无一不是‘中国制造’。”

事实上，目前如小方一样信赖国
货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回力鞋”成为
时尚达人的街拍“神器”、“百雀羚”的
营销广告每次放出都能刷爆“朋友
圈”，“老干妈”一年卖出几十亿……

“中国制造”正在全面刷新人们的认
知。

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汽车销
售领域中SUV和MVP车型中自主
品牌已经拥有绝对统治地位，从京东
等各销售平台上的手机销量排名也
可看出国产品牌“一统江湖”。如今
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
国”转变。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及“质
量强国”，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越来
越多的人和小方一样成为“国货控”。

一对夫妻的
“中国制造”年货单

近日，交警在零下38℃的气温下一丝不苟地指挥交
通。进入冬季以来，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公安局交巡
警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恶劣天气条件下交通安全管理工
作，保障群众春节安全回家。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

■上接第1版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扶贫局局

长朱勋波认为，“两不愁三保障”的脱
贫标准已经很精准了，作为执行层要
想办法把中央的标准细化到贫困户的
生活、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除夕，江西省瑞金市的拔英乡，家
家户户都忙着贴春联、挂年画，这个瑞
金市最偏远的乡镇，基础设施的改善
让当地贫困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不仅要在‘面子’上提升贫困村
的面貌，我们还要激发贫困户脱贫的

内生动力，从‘里子’上增强脱贫的干
劲和信心。”瑞金市委书记许锐说，实
现扶贫对象“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
后，瑞金市还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
结合，加强对贫困户的职业技能培
训，并通过实行产业扶贫奖补机制，
进一步调动贫困群众参与脱贫攻坚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着力营造出一
种“我脱贫，我光荣”的社会氛围，增
强贫困户依靠产业脱贫的自我“造血
功能”。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扎扎实实把脱贫攻坚战推向前进 ■上接第1版
“是啊，这样的生活，搁在以前想

都不敢想。种地有农业补贴，冬天取
暖有煤炭补贴，生病了有新农合报销，
上了年纪还能领养老保险，国家的政
策考虑到咱老百姓的方方面面。”聊到
高兴处，老赵打开了话匣子，“不仅是
咱个人生活变得更好了，村里的面貌
也是大变样。路面修得光溜溜的，晚
上还有路灯照亮。家家房前屋后都栽
上了树，一到夏天，花红柳绿的别提多
漂亮了。还有村头的休闲广场可是个
好去处，跳广场舞的、扭秧歌的、健身
锻炼的络绎不绝，一年四季都热闹。”

说起回村过年的初衷，赵玉荣的
老伴儿迫不及待地接过话茬：“咱们
村今非昔比了，空气好、环境美、交通
方便。有线电视、自来水、网络样样

齐全，回来手机上网也能用 Wi-Fi，
信号一点儿也不比城里差。你说，不
回来等啥呢，不仅是今年，以后年年
都回村过年。”

一家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一
阵阵欢笑声时不时传出。傍晚时分，
天色渐渐暗下来，家家户户都亮起了
灯笼，整个村庄笼罩在喜气洋洋的气
氛中。此时，老赵已经把一道道精心
准备的饭菜和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了
桌，全家人高兴地吃起了年夜饭。

“从前咱羡慕城里人，现在城里人
羡慕咱。如今村里男女老少都在谈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们农村一定会
越来越美，农民生活也越来越好。我
相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好日子不远
啦！”老赵感慨地说道。

回村过年去！
■上接第1版

前两年，利用村民集体过大年的时
机，村委会发出“自觉抵制不良风气的
倡议书”，村民自觉签订抵制“五风”承
诺书。该嘎查农牧民承诺在十年内无
论红白喜事、乔迁祝寿等，只能办一次，
彻底减轻村民的人情负担。由于限办
红白喜事，全村每年节约开支200多万
元。2017年，村里用老人统一过年、集
体祝寿的形式取代宴请，仅此一项，就
使每户一年节省开支2000元，全嘎查
年均节约开支50万元。到如今，不铺
张浪费、不大肆宴请、不互送礼金的新
风尚在这个嘎查蔚然成风。

“今年我们的主题是‘立新利民移
风易俗创建文明，扶志扶智精准脱贫实
现小康’，村里成立了枣红马农牧合作
社，采取贫困户优先入股、优先分配、优

先就业的工作模式，争取让嘎查的 19
户贫困户在2018年提前脱贫奔小康。”
达斯说。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乡风文
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巴彦
塔拉嘎查通过多年的集体过大年，增进
了邻里和谐，促进了村民团结互助，推
动了乡风文明健康发展，成为全旗移风
易俗的典范。巴彦塔拉嘎查这种过年
方式，也被越来越多的嘎查村所效仿。
据统计，今年奈曼旗有近百个嘎查村集
体过大年，数十万各族群众共贺新春。

和馅、擀面皮，包饺子……中午12时
10分，一盘盘香喷喷、热腾腾的饭菜陆续
端上桌，大家一起举起筷子吃年饭。“明年
我们还一起过大年！”几十桌的村民一起
站起来，共同举杯互送祝福，每个人的脸
上都洋溢着新年的幸福和喜悦。

集体过大年 过出新风尚

一丝不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