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海东市乐都区
碾伯街道成立一周年
之际，街道以“践行环
保理念、共建绿色家
园”为主题开展了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活动当天，全体干部
身着红马甲，在辖区
内开展义务卫生清
理，共计集中清理杂
物18处、卫生死角54
处、枯枝杂草 130 余
处，垃圾清运量达 85
立方米。
本报记者 谢彩英 摄

□本报记者 祁国忠 通讯员 王小玉 摄影报道
“小冶，真是谢谢你，让我不需要去县残联就

办理了残疾证。”“在我内心最脆弱的时候，是小
冶哥的安慰和劝导，让我重拾信心。”“小冶就是
我们这些残疾人的‘贴心人’。”在海东市民和回
族土族自治县川口镇史纳社区，说起残疾人专职
委员冶维俊，残疾人居民都会竖起大拇指。面对
居民的感谢，他总说：“对于残疾人的痛苦我感同
身受，我只是尽最大努力做了自己的本职工作。”

出生于1974年的冶维俊，是大学文化程度，
因意外导致左眼失明、右眼视力受损。2011年
被民和县残疾人联合会聘任为残疾人专职委
员，曾在民和县政务服务中心残联服务窗口工
作，后到川口镇史纳社区担任残疾人专职委员。

作为社区的残疾人专职委员，社区残协工
作少不了他匆匆忙忙的身影。无论何时，冶维
俊都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一户户残疾人家中，
同他们交朋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自从社区配备了残疾人专职委员，有什么
困难只要给他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了，方便很
多。”史纳社区党支部书记肖君鹏说，以前，社区
残疾人有什么事都得跑到镇残联或者县残联，
自冶维俊担任社区残疾人专职委员后，有什么
事就直接找他了，非常方便。

社区残疾人工作零碎繁杂，通过不断地摸
索总结，冶维俊理清了工作思路，找到了工作方
法。他对辖区残疾人进行入户排查走访，对残
疾人的需求认真记录，并及时向镇残联反映，提
醒新办证的残疾人办理有关补助手续，通知符
合条件的残疾人申报两项补贴，发现有疑似残
疾人没办证的协助申办，对有需求的残疾人申
报适配辅助器具，鼓励残疾儿童家长让孩子到
正规的康复机构进行康复训练，动员辖区就业
年龄段内的残疾人参加技能培训实现再就业，
协助做好重度残疾家庭申领临时救助等。他兢

兢业业、任劳任怨、热心周到的服务，得到了上
级领导和群众的赞誉。

“本以为自己是个不幸的人，当了专职委员
后才发现，还有很多的残疾人需要我的帮助。”
冶维俊感慨地说。辖区居民马某伟，自从和妻
子离婚后，精神受到了严重的刺激，见人不是骂
就是打，无法自控，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经
过详细了解后，冶维俊及时向社区及镇领导反
映情况，并陪同镇民政干事把马某伟送到了青
海省第三人民医院救治。经过两个多月的治
疗，他的病情有所好转，被鉴定为精神二级残
疾。民和县残联和史纳社区每年不定期到他家
走访探视慰问，在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缴费以及
冬季采暖时，替马某伟去缴费和购买煤炭。

由于 2018年雨水较多，导致马某伟所居住
的土坯房面临倒塌的危险。冶维俊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经过多方积极协调，将马某伟居住
的土坯房纳入了灾后重建，帮他如愿住进了宽
敞明亮的新房。

在平凡的岗位上，冶维俊认真履行自己的
职责。2017年他家被评为“五星级文明户标兵
户”，2018 年被省妇联评为“和谐文明家庭”，
2020年、2021年连续两年被民和县政务服务中
心授予“服务标兵”称号，2021年冶维俊被推选
为民和县十八届人大代表和“十三五”时期残联
系统“先进工作者”。面对荣誉，冶维俊表示：

“这些荣誉的取得，让我深感担子更重、责任更
大，今后我将不断提高自身素养，与时俱进，开
拓创新，希望能以工作实绩为残疾人弱势群体
奉献自己的力量。”

冶维俊

当好残疾群众“贴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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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扬
在海东市乐都区七里店社区

锦绣水居小区，郭迎力不仅因为经
营着一家“乐都戒烟保健服务中
心”的“另类”小店被人熟知，还因
为他“乐都女婿”的身份以及在海
东艰难创业的历程被当地居民津
津乐道。

20 年前，郭迎力还是一个 17
岁的毛头小伙子，也许是进入青
春叛逆期的原因，他在老家河南
省平顶山市的学校课堂里总是坐
不安稳，这让远在青海的父亲着
了急。“实在不想上学就来青海打
工吧。”父亲本想着吓唬吓唬郭迎
力，让他知道干体力活的辛苦，继
而回心转意专心去上学，可郭迎
力却当真了，一张火车硬座车票
就把自己送到了乐都。“从那以后
我哪儿都没去过，一直在海东生
活到现在，成了真正的海东人。”
郭迎力说，当初父亲担心自己会
跟着村里调皮的小伙伴去江浙一

带“闯荡江湖”，但他现在连“江
浙”长啥样都不知道。

郭迎力的父亲和叔叔当年都
是海东某建筑公司的工人，郭迎力
来到海东自然是“子承父业”，成了
建筑工地的一名小工。搬砖砌墙
的第一年，繁重的体力劳动确实让
郭迎力动了打退堂鼓的心思。他
跟父亲说“不想干了”，这正中了父
亲的下怀：“那你原回到老家去读
书。”听到“读书”二字，郭迎力的脑
袋大了三倍多，只得咬咬牙继续在
工地干活。

别看郭迎力不爱学习，但他的
头脑却很活泛。2010年前后，房地
产业迎来快速发展阶段，对建筑机
械的需求日趋旺盛，郭迎力贷款购
置了一台装载机。“当时的压力也
非常大，每个月要还款 2万元。”郭
迎力说，好在当时活好找，每个月
下来也有不少盈余。尝到甜头的
郭迎力此后陆续添置装备，截至目
前已置办了7台装载机出租给了建

筑工地。虽然比以前利润少了，但
每个月的收入还说得过去。

也就是在2009年，事业开始起
步的郭迎力步入婚姻殿堂，妻子是
乐都区高庙镇人，俩人是经人介绍
相识结婚的，用郭迎力的话说，在
建筑工地上根本认识不到女孩子，
即便有个把女技术员，也轮不到小
工们搭讪的份。

婚后的郭迎力对未来充满了
憧憬，在乐都区兴乐佳苑小区附近
购买了一个商铺，给妻子开了个烟
酒店。没想到的是，这种幸福生活
五年后戛然而止，他和妻子因性格
差异等原因，婚姻最终走到了尽
头。郭迎力并未因此而消沉，他继
续 顽 强 地 奔 波 在 创 业 的 路 上 。
2017 年，郭迎力再次和爱情邂逅，
让人想不到的是，第二任妻子的老
家也在乐都高庙！“看来我注定就
是海东女婿，一辈子都是海东人。”
郭迎力打趣地说。

收获了真正的爱情，事业有

成、生活稳定的郭迎力并没因此停
滞不前，他想做件有意义的事，看
到身边不少朋友都陷入戒烟的苦
恼，便引进一种“戒烟贴”，并在小
区门口开了一个小门店。“开业才
一个月，已有12个人戒烟成功。”郭
迎力说，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身体
健康，在公开场合吸烟也是一种不
文明行为，随着文明城市创建的开
展，很多市民都想戒烟，但自行戒
断实在太难了，“我做这个行业并
非想挣多少钱，而是想帮助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

近年来，海东市在兰西城市群
强势崛起，吸引千千万万个“郭迎
力”前来创业，也正因为海东独特
的魅力，一个个“郭迎力”又融入湟
水河畔这座灯火璀璨的现代化新
城，和海东市融为一体……

一位“外来女婿”的海东奋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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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扬
“萨尔斯堡夜市虽然方便了市民购物，但车

辆在市场内穿行也存在安全隐患。”3 月 27 日
晚，记者在市民反映上述问题的萨尔斯堡夜市
看到，确实有车辆不断在夜市穿梭，人车混行也
确实让人担忧。

萨尔斯堡夜市位于海东市乐都区南凉街与
公园路之间的新建道路上。“夜市开办已经有一
个月的时间了，每天下午 5点开市，收摊时间不
确定。”夜市一位管理人员说。

记者在该夜市看到，摊点主要设置在荣盛
绿洲小区1号门至公园路口之间，道路两侧是蔬
菜瓜果、日用百货等摊位，道路中间卖烧烤、熟
食的摊位居多。

记者注意到，萨尔斯堡夜市西面入口的道
路中间有一块警示牌，提醒前方为夜市所在地、
行人需注意安全、过往车辆要自觉慢行。正因
为机动车在市场内没有被限行，不断有车辆开
进夜市与行人抢道。记者粗略数了一下，自当
日 18 时 5 分至 18 时 15 分，10 分钟内就有近 20
辆汽车穿越夜市，其中有三四辆汽车还在马路
中间摊位的空档处掉头。

“感觉人车混行还是不太安全。”刚在一个摊位
前蹲下挑选辣椒，就被身后一辆红色小轿车近距离

“亲密”，市民王女士虚惊一场：原来这辆汽车的驾
驶人也是一位消费者，将车停在王女士的身后，下
车去采购了一些自己所需的商品。

该夜市的一位水果摊贩告诉记者，他入驻夜
市有半个月时间了，目前，由于知道这个夜市的
人还不是很多，所以人流量也不是特别大，但还
是觉得机动车开进市场不安全。旁边的一位消
费者则认为，夜市刚开不久，有很多不完善的地
方情有可原，但今后应该加强管理，给消费者创
造一个安全、舒适的购物环境。

“假如这个夜市的人流量和民生小区那边的
夜市一样多，车辆开进来肯定会出事。”这位消费
者说，既然开办了夜市，就要解决停车等这些问
题，这样才能真正便民。记者看到，在萨尔斯堡夜
市西侧，道路两边摆放了很多禁停警示牌，但仍停
了很多车辆。究其原因，是该夜市周边没有施划
临时停车位，也没有大的停车场。

就人车混行的问题，萨尔斯堡夜市一位管
理人员表示，最近将禁止机动车驶入夜市，但具
体时间尚不清楚。

萨尔斯堡夜市人车抢道何时休□本报记者 谢彩英
门诊共济是自己的“钱”给别

人用了吗，是年轻人的钱给老年人
用了吗？国家为什么要推进门诊
保障方式改革？改革后，门诊待遇
又有什么变化？就市民关心的这
些热点问题，近日，记者到海东市
乐都区医疗保障局进行了相关了
解。

◆为什么要推进职工门诊保
障方式改革？主要是想解决什么
问题？

据介绍，这项改革是适应我国
医保发展阶段、改善职工医保待遇
的客观需要，职工医保由统筹基金
和个人账户基金组成，改革前统筹
基金保障住院和门诊特慢病的费
用支出，个人账户保障在药店购药
或在医疗机构门诊就医、诊疗费用
的支出。近二十年，随着基本医保
体系的不断完善，“个人账户保门
诊小病”方式的局限日益凸显，出
现了参保职工“有病的不够花，没
病的用不了”的情况，根据基金运
行分析，个人账户累计滚存结余逐
年增加。全省 60％左右的个人账
户沉淀资金趴在健康状况较好的
年轻职工和健康职工的账户中，有
的年轻职工个人账户沉淀达数万
元。而大多数退休职工和患病职
工存在结存少不够用、门诊个人自
费负担重的现状，特别是患慢性病
的退休人员迫切希望建立普通门
诊统筹。

需要说明的是，职工医保个人
账户是自我保障，不能发挥社会保
障互助共济的作用，仅靠个人力量
难以应对疾病带来的经济风险。
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是全体参保人
员之间的互助共济，调整个人账户
计入比例，同步建立门诊统筹，提
高门诊保障水平的互助共济，由全
社会共同承担和化解疾病风险，实
现了健康的人帮助生病的人、年轻
人帮助老年人、收入相对高的人帮
助收入相对低的人，体现了社会保

障的再分配功能，保障更有支撑。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和省

委省政府部署，我市同步实施门诊
共济保障改革，一方面职工医保个
人账户历年累计结余部分继续归
个人使用，在职职工当期个人缴费
2％全部计入个人账户，退休职工
按 2021年度全省基本养老金平均
水平2％计入个人账户。另一方面
充分发挥统筹基金保障功能，把普
通门诊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报销范
围，切实帮助身患疾病有治疗需要
的人群，在机制上补齐了保障短
板，减负效果更明显，这也是发挥
社会保障再分配功能，促进共同富
裕的体现。

◆实施门诊保障方式改革后，
对参保职工保障提升体现在哪些
方面？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
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
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精神，我省
结合实际也制定了相应实施办法，
推动职工医保门诊保障由个人账
户积累式保障模式转向社会互助
共济保障模式，通过将普通门诊费
用纳入统筹基金的报销来增强医
保基金保障功能，提升基金的使用
效率，相应提高门诊医疗服务可及
性，减轻参保职工特别是减轻老年
职工门诊医疗费用的负担。

海东市严格执行相关办法，一
是提高门诊统筹报销额度。2023
年度，4.2％缴费灵活结业人员，门
诊报销额度为500元，6％缴费企业
人员，门诊报销额度为 1200 元，
10％缴费行政事业单位人员，门诊
报销额度为 2000元。参保职工在
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
的普通门诊医疗费，不设起付线，
由统筹基金按以下比例报销：在职
职工在三级、二级及以下定点医疗
机构报销比例分别为50%、60%；退
休人员报销比例在以上基础上提
高 10%，分别达到 60%、70%；职工
慢特病门诊报销额度也从 2020年

起相应提高，职工慢特病种共 26
种，其中血友病、恶性肿瘤（含淋
巴、白血病）、慢性肾功能衰竭、组
织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4种病
种的参保职工，在门诊治疗发生的
政策范围内的医疗费，每人每年最
高报销限额提高到10万元；患糖尿
病、高血压等 22 种病种的参保职
工，在门诊发生的政策范围内的医
疗费，按 80％的比例报销，每人每
年最高报销限额提高到 5000元至
2万元不等。二是为方便患慢特病
职工购药，2022年海东市医保局审
批 23家定点零售药店销售特殊药
品并纳入医保统筹基金报销，不设
起付线。全市门诊慢特病定点医
疗机构达13家（各县区二级以上公
立医疗机构），各县区均有5家门诊
慢特病定点零售药店，全市共计30
家。三是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实行
家庭共济。个人账户的使用范围
从参保人员本人放宽到本人及其
配偶、父母、子女，身体健康、生病
少的参保职工可以把本人的个人
账户与家庭成员关联，支付子女、
老人的就医购药费用，保障范围更
大，实现了统筹基金社会“大共
济”、个人账户家庭“小共济”。四
是适当拓展了个人账户使用范
围。改革后，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支
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
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
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
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还可
以用于缴纳配偶、父母子女的城乡
居民医保参保金和职工大额医疗
参保金。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计入办
法也做了调整，有人称“个人账户
划入少了，吃亏了”，对此该怎么
看？

改革后，从当期看，大部分参
保职工的个人账户划入会减少。
从长期看，所有参保职工都增加了
此前没有的普通门诊待遇，特别是
患病职工和老年职工受益更多。

一是调减个人账户的同时建立增
加了普通门诊统筹待遇，对参保职
工个人来说，增加的普通门诊统筹
报销待遇更有长远的保障功能，而
且普通门诊报销待遇和慢特病门
诊待遇可同时享受。二是改革后，
每月新增划入额度有所减少，但并
不意味着个人会吃亏。参保职工
缴费负担不变、个人账户的历史积
累额不变，还可以在家庭成员之间
共济使用，同时，支付范围也进一
步扩大，能够惠及到更广大的参保
职工。三是计入办法更加公平，在
职职工个人缴费继续计入个人账
户，单位缴费全部计入统筹基金，
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由统筹基金统
一按改革当年全省基本养老金平
均水平的 2％定额划入，不再与本
人养老金水平或者退休前工资一
定比例挂钩，实现了同一地区内公
平统一，同一人群内基本一致。

总的看，大家既要算小账，也
要算大账，既要算眼前账，又要算
长远账。每个人都有年老和生病
的时候，年轻健康的，虽然现在看
来病不多，但疾病带来的经济风险
是长期存在的。我们也要理性看
到收入机制和保险机制的不同，在
社会医疗保险的大框架下，个人账
户的资金是“看病钱”，不是工资收
入，也不是福利。年老多病的时
候，靠个人账户和个人积累总是有
限的，都需要有坚实的可持续的医
疗保险实现社会互助共济来化解
疾病风险，长远来看都会从这项改
革中获益。

自己的“钱”如何给别人用
——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改革政策解读

社区社区热线热线
09720972——82305388230538 1389769890813897698908
1890972898518909728985 1550066050215500660502
1879710888918797108889 1550054657415500546574

本报讯（记者 祁国忠）为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威
远镇鼓楼花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充分发挥
宣传阵地作用，不间断地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
宣讲进楼院”活动，将理论宣传转换成通俗易懂
的语言，以“居民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的方
式，确保党的二十大精神在群众心中落地生根。

“我们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解读与群众身边
的生产生活变化结合在一起，与群众柴米油盐
融合在一起，把‘书面语’转化为群众喜欢的‘家
常话’‘小故事’，向居民传达党的二十大精神，
宣讲内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教育、医疗、社保
等政策，收集和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切实把党和
政府的好政策好声音传递到居民心坎上，以实
际行动提高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鼓楼花园社区党支部书记闫国萍告诉记
者。

“虽然大道理我懂得并不多，但通过聆听宣
讲，让我感觉到现在党和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好，
以后的日子也更有奔头了。”宣讲现场，小区居
民王阿姨听得认真又仔细。

据了解，今后，鼓楼花园社区还将持续开展
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宣讲活动，以党的二十大
精神为指引，紧紧抓住居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提升服务水平，让党的二十
大精神真正走入居民心中，在社区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

“邻里式”宣讲进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