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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谢 你 们 对 我 们 家 的 关
心。党和政府的各种政策好啊，
让我有四五十万元为儿子做骨髓
移植手术，给我的儿子带来了重
生的希望！”近日，当昭通市医保
局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昭通分公司负责人等一行到邓顺
国家中走访慰问，并向他家兑现
了“昭通惠民保”理赔金 8.77 万元
时，邓顺国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阳光少年患上白血病

今年 45 岁的邓顺国，家住昭
阳 区 洒 渔 镇 巡 龙 村 7 组 。 这 些
年，他和妻子周家换靠着 10 余亩
苹果园，建起了 3 层小楼房，养育
了 3 个子女，是一个幸福的 5 口之
家：大女儿刚出嫁，二女儿在昭通
明达中学上高中，小儿子在洒渔
中学读初中。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
福。2023 年 6 月的一天，正在上
初二的小儿子邓某查在学校出现
了持续高烧、全身乏力、眼皮肿
大、身体消瘦等症状。一个多月
的时间里，一家人到处求医未果，
最后逐级转诊到云南大学附属医
院治疗，做了眼部手术。2023 年
11 月，又转院到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被诊断为急性髓系白血病，需
要进行骨髓移植手术。半年多的
时间里，一家人为邓某查的病情
四处奔波，求医问药，除去基本医
疗保障报销的部分，花销 10 多万
元，让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雪上加霜、困难重重。

列入“三类对象”兜底救助

党的政策兜底救助，人间大
爱滋润生命。邓某查患重病给家
里带来的困难，很快被村民小组
长及包片的镇、村干部上报到镇、
区两级党委政府和有关职能部
门。自此，邓顺国一家被纳入昭
通市常态化精准落实防返贫致贫
监测帮扶措施重点监测对象。

“日常工作中，镇、村两级干
部常常包片到户开展‘一月一走
访、一月一研判’工作。对于重点
监测对象，我们量身定制帮扶清
单和措施，做到因户施策、精准施
策、一户一策。”巡龙村监委会主
任庄宏伟说，邓某查患白血病后，
镇社保中心、民政所、乡村振兴办
等部门都向上级部门申报了他家
的特殊情况，并将他家列入政策
兜底的特殊人群，日常开展春节
慰问、民政临时救济等行动。同
时，列入 2024 年全市“三类对象”
（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突发严重困难户）名单，依据相关
政策进行保障。

“三重保障”助少年成功开展手术

治疗白血病，一是需要大笔
医疗费用，二是要进行骨髓移植
配型。听说做骨髓移植手术要几
十万元的费用后，邓顺国一家人犯
了愁。年初，昭阳区医保局和洒渔
镇有关领导到邓顺国家中走访慰
问时，向他们宣传了国家的好政

策，打消了邓顺国一家人的顾虑。
对于“三类对象”，国家医保政策有

“三重保障”，一重是基本医保可报
销 60%左右；二重是个人负担医疗
费用超过 5000 元的部分，大病补
充医疗保险可再报 65%以上；三重
是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报销
后，个人负担部分可通过医疗救助
再报销 70%。经“三重保障”报销
后，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报销比例
可达 90%以上。知道国家有如此
好的“三重保障”政策后，邓顺国一
家便向医院正式提出了配型手术
的申请。今年 4月，邓某查和其二
姐骨髓配型成功，最终进行了骨髓
移植手术。目前，邓某查处于术后
观察治疗阶段，母亲一直在医院照
顾着他。

“‘三重保障’政策是云南省州
（市）中最好的政策了，昭通市委、
市政府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
人力来落实。”参加走访慰问的昭
通市医保局副局长熊波向记者介
绍道。据了解，邓某查在 2023 年
12月 26日至 2024年 6月 7日期间，
共住院 8 次，产生医疗费用 46.69
万元，政策范围总费用 34.97万元，
医保部门按照“三重保障”政策，共
报销 33.42 万元，这为邓某查成功
开展手术提供了实质性的保障。

“惠民保”雪中送炭点燃新希望

有了国家的“三重保障”政
策 ，医 保 目 录 内 的 费 用 有 了 保
障。但是，在患重病（大病）就医
时，根据病情所需的医保目录外
的药品、耗材及诊疗服务费用等
却 无 法 报 销 ，需 要 自 行 全 额 承
担。邓某查今年在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住院期间，产生医保目录外
费用 10.07 万元；加之这一年多来
产生的交通费、生活费几万元还
需自家承担，导致一家人的生活
仍然处在困难中。

昭通是全国脱贫人口最多的
地级市。特殊人群的患病就医负
担，也是昭通市委、市政府重点关
心的问题。2023 年，在昭通市医
保局等 11个部门共同指导下实施
的“昭通惠民保”政策，按照“政府
指导、市场运作、群众自愿”原则，
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昭
通分公司等 12家公司共同承保。

“昭通惠民保”作为紧密衔接
“三重保障”的普惠性质商业健康
险，面向全市全体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员，不受性别、年龄、户籍、
职业和既往病史限制，参保不设
门 槛 ，年 缴 费 分 别 为 基 础 版 69
元、升级版 129 元。特殊人群（特
困人员、孤儿、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及三类对象）购买基础版“昭通惠
民保”由政府分类资助，资助保费
分别由市、县两级财政按比例承
担。其中，特困人员、孤儿、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参保由财政全额承
担，“三类对象”财政承担 59 元、
个人承担 10元。

“‘昭通惠民保’将医保政策
范围外住院医疗费用、40 种国内
特定高额药品费用、CAR-T治疗
药品费用、质子重离子医疗费用等
纳入保障范畴，真正让‘救命药’买
得到、吃得起，实现看病报销少花
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昭通分公司副总经理高正兴说，邓
某查今年发生的医保目录外费用
10.07 万元，“昭通惠民保”已经为
其报销 8.77万元。

“从未想到在享受国家医保政
策报销后，还能享受‘昭通惠民保’
这么好的政策，我们自费的 10 万
元医药费被报销了 8万多元，真是
雪中送炭啊！我儿子后续的治疗
费用有着落了。”当邓顺国看到自
己社保卡上多出来的这笔“意外之
钱”时，他感激地说。

众手撑起白血病少年的未来

“孩子的手术很成功，你们要
精心照料好他。祝愿他早日康复，
早日回到校园继续学习。再遇到
什么困难和问题，继续通过村干部
向党委、政府相关部门报告，我们
一定会全力给予帮助和支持。”当
天慰问结束临别时，洒渔镇党委副
书记左雅龄握着邓顺国的手说。

一般情况下，像邓某查这种基
本没有排斥反应的骨髓移植手术，
在医院治疗半年左右便可以出院
回家。回家后，还需要定期复查，
观察治疗 2年以上，这期间还会产
生一定费用。

洒渔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部长
郭青表示，根据邓某查治疗产生的
费用情况，镇、村两级会尽最大力
量给予扶持，计划从低保提标扩
面、最高标准的临时救助、安排公
益性岗位等方面进行帮扶。同时，
还会帮助邓某查、邓顺国申请学生
保险、防贫保险的理赔，争取最大
限度地帮助他家减轻经济负担。

洒渔河水源远流长，洒渔河
畔 生 生 不 息 ，洒 渔 人 民 奋 斗 不
止。在国家多重政策的保障下，
邓某查定能战胜病魔获得重生，
邓顺国一家人的幸福日子，定会
如红苹果一样越过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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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近年来，巧家县
白鹤滩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以
下简称“社工站”）聚焦“一老一
小”重点群体，将暖心服务融入社
会工作中，织密织牢“一老一小”
社会保障和服务安全网，把贴心
服务送到“一老一小”的心坎上，
不断增强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精准调研，构建文明和谐社区
社工站充分利用移民社区资

源，分别建设妇女儿童之家、老
年活动中心和行政办公区。自社
工站入驻以来，通过社区访谈、
问卷、入户走访等方式开展精准
化调研，充分了解社区人力、物
力、服务、文化等各类资源，形成
社区需求报告，建立弱势群体台
账并梳理出需求清单。同时，不
断完善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强化
与街道、社区的联系，打通社工
站与街道、社区的沟通渠道，保
障社工服务站服务更接地气，更
符合辖区居民需求，让服务更精
细、治理更精准。

在开展专业社工服务的同
时，社工站探索开展政策咨询、

心理咨询、社区矫正、文

化水平提升、安全教育、环境整
治、社会救助、社会事务、突发事
件处置、居民素质提升等多项社
会工作服务，全力打造社区幸福
共同体。

“街道通过整合资源，以基
层党建为引领，在移民社区建设
社会工作服务站的服务主阵地，
促进移民社区居民融入社会。
通过社工筹划开展端午、中秋、
重阳、元旦、春节等各种节庆集
体文艺活动，引导移民群众认识
社区，增强他们对社区的认同
感，协助移民群众重新建立新的
社会网络，促进社区团结，构建
和睦相处、和谐共进的社区。”白
鹤滩街道社会事务办负责人如
是说。

社工站聚焦社区群众多样
性需求，积极联动街道、社区、物
业、志愿团队、社会慈善资源开
展社区主题活动，丰富了社区居
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效促进了
邻里关系和谐融洽，为创建文明
和谐社区奠定了基础。截至目
前，社工站已开展社区大型活动
6场次，服务群众超过 9000余人。

服务老人，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叔叔阿姨，你们坐久了，要

起来活动一下……大家跟我一起
做：摇摇手，健康快乐全都有；摇

摇头，大脑小脑血长流；拍拍肩，
我们健康要领先；拍拍肚，帮助
消化有好处；拍拍腿，幸福快乐
常相随。”这是笔者日前在金沙
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看到的温馨
一幕。盛夏时节的巧家，室外
炎热，可老年活动室内却十分
凉爽舒适，桌椅、空调、饮水机
等设备一应俱全。早上，老人
们在室外绿荫下散步、打乒乓
球；中午，老人们在老年活动中
心聊天、打牌……

老年人是民生服务的重要对
象，也是社工站开展服务的重点
群体之一。社工站根据社区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的需求，利用社
区广场、老年活动中心开展公共
服务、主题宣传活动，满足老年
人身体健康、适应社交等多元化
需求，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丰
富其精神文化生活。同时，社工
站成立了 1支 10人的助老志愿服
务队，开展应急救护、养老服务
等专题培训，使辖区有能力提供

服务的老年人发挥余热，动员邻
里之间开展结对互助活动，丰富
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现在社会各界对我们老年
人非常关心，定期组织开展各种
活动，丰富了我们的晚年生活，
我们非常幸福。”金沙社区老年
活动中心周文福老人感慨道。周
文福是一名老年志愿者，他每天
义务打扫老年活动中心。

“老年活动中心每天都开放，
由老年志愿者自行管理，大家自
行开展健身、养生等活动，让他
们体会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社工站副站长杨凤云说。

护苗行动，绘就儿童快乐图景
暑假期间，金沙社区老年活

动中心旁边的“儿童之家”非常
热闹。来自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
会学（社会工作）学院的实习老
师在“儿童之家”给孩子们辅导
作业，还带着孩子们跳舞、画画。

“我们到社工站开展为期 1

个月的社会实践。这里不仅是移
民安置区，还是省级示范站，基
础设施比较完善。我们希望在这
里为孩子们做一些专业服务，除
了督促他们完成暑假作业以外，
还带领他们开展一些寓教于乐的
活动，让他们度过一个健康、快
乐、有意义的暑假。”云南大学民
族学与社会学（社会工作）学院
2023级硕士研究生张楠说。

此外，社工站聚焦青少年儿
童尤其是困境儿童的成长需求，
从儿童心理健康、基本生活保
障、兴趣发展、志愿陪伴、文化活
动、心理咨询、社会融入等多方
面入手，积极探索推行“社区党
总支+志愿者+青少年儿童”的运
管模式，以社区为载体，以“儿童
之家”为阵地，联合社会组织进
社区为儿童提供传统文化引领、
兴趣爱好培养、假期作业辅导等
服务。在辖区中、小学开展儿童
防性侵及生理健康教育主题系列
护苗行动，增强未成年人的防性

侵意识，有效引领孩子们学会正
确看待自身变化，增强孩子们的
自我保护意识。截至目前，围绕
辖区未成年人的安全、成长需求
等主题开展了 7 次系列活动，服
务未成年人 3000余人次。

“通过社工的讲解，我认识到
青春期的我们身体会发生许多变
化，身高会迅速长高，许多生理
现象也会显现出来。因此，我们
要保护好自己，当面对侵害时，
我们要勇敢地说‘不’。”巧家县
第七中学初二年级学生张某说。

“一老一小”关乎民生，连接
民心。社工站用心用情守护“朝
夕美好”，让老人享受幸福美满
的晚年，让少年儿童拥有健康快
乐的童年，切实把温暖润进“一
老一小”心田，绘就出“朝夕美
好”的幸福画卷。

巧家县白鹤滩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关爱“一老一小”——

贴心服务托起“朝夕美好”
通讯员 姜连聪 文/图

走访慰问困难家庭。

宣传“昭通惠民保”。

医保服务便民窗口医保服务便民窗口。。

陪伴陪伴““一老一老””。。 守护守护““一小一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