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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杨秀萍
本报通讯员 路印娟
本报实习生 张孟芪 战天骄

多方帮扶失独老人

截至2014年底，高唐县共有失独家庭130户，
家庭成员192人。其中，49周岁以内的有33户，共计
61人；49周岁以上的有97户，共计131人。对此，该
县成立了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志愿者队伍，对计
生特殊家庭开展结对帮扶。村级选用热心公益事
业、有能力、有威望的会员成立“爱心小组”，对计
生特殊家庭进行生活帮助和精神疏导；镇、街由
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民营企业家等与计生特殊家
庭开展结对帮扶，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等方面
遇到的困难。同时，引入社会组织，先后聘请5名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通过入户谈心、电话沟通等
方式开展心理疏导工作。

2014年3月至5月，心理咨询师会同镇（街）计
生工作人员一道进村入户，对全县计生特殊家庭
开展了调查，并针对计生特殊家庭需求状况，确
定了最需要救助的第一批重点关注对象28名。

65岁的马秀山，现居住在高唐县汇鑫苑小
区，多年前，妻子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讯。不久，
孩子也在车祸中不幸去世。多年来，马秀山一直
在孙屯村租房住，每月租金100元。马秀山患有40
多年的慢性肠炎和骨质增生，一遇阴天雨天骨头
就疼，生活很是困难，甚至一度有轻生的念头。

心理咨询师刘克劲了解到马秀山的情况后，
经过多方联络，为马秀山找到了一间48平方米配
有储藏室的廉租房。“俺搬家的时候，大伙儿都来
帮忙，家里从来没有那么热闹过！”马秀山说。

喜迁新居后的马秀山，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俺现在一个月能领到400元的特扶金，75元的农
村养老金，200元的农村失地金，此外还有每月400

元低保扶助金。有了这些补助，俺再也不怕没人
给养老了！”马秀山高兴地说。

高唐县卫计局局长张立明介绍，除此之外，
该县还对年满60周岁以上的计生失独家庭开展
养老服务，居住在农村的可以按照自愿的原则，
优先安置在敬老院。截至目前，已有4位失独老人
到敬老院安度晚年。

打造没有围墙的“敬老院”

高唐县面向计生家庭积极建立完善“经济扶
助、精神慰藉、生产扶持、生活关怀、医疗保障、就
业优先”的关怀关爱体系，并以关爱计生家庭老
年人为突破口，在城区范围内，率先实施“人口关
爱——— 情暖夕阳红”项目，通过购买家政服务，全
力打造没有围墙的“敬老院”。

4月20日，记者来到高唐县鱼丘湖街道蓝山
社区田春旺老人的家。乍一进门，屋子里亮堂堂，
给人以一尘不染之感。

“我们年纪大了，打扫卫生什么的都干不了。
自从县里实施‘情暖夕阳红’项目以来，家里的大
活小活都不用自己干了，想打扫卫生的时候就给
家政服务公司打电话，很快就会有人来帮我们打
扫。而且打扫得还特别的干净。”田春旺乐呵呵地

说。
“除了打扫卫生，家政服务人员还会帮我们

套被子、缝被子、蒸馒头，逢年过节的时候，还会
给我们做菜，只要是我们需要帮忙的地方，工作
人员都会上门服务。”老伴李玉芳补充道。

李玉芳告诉记者：“我们有县卫计局发的金
卡和银卡，他们干够了时间我们就把卡给他们，
然后，他们拿着卡就可以去县卫计局领工资了。”

据了解，为确保服务质量，高唐县卫计局先
后多次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有资质的家政服务公
司，最终从5家应征公司中权衡遴选出3家从事家
政服务时间长、经验丰富、价格合理、服务反响好
的公司，并签订了服务协议。

为及时准确掌握救助对象接受服务情况和
服务费用，高唐县卫计局还推行了卡式服务。服
务卡分为金卡和银卡，金卡代表送时服务8个小
时，银卡代表送时服务4个小时，以此收取不同的
费用。据统计，当前已为关爱对象发放金卡5259
张，银卡4878张。

精准服务让失独不孤独

按照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不同需求，高唐县
卫计局还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特殊家庭开展不

同方式的服务，具体以心理关怀、再生育关怀、健
康关怀、生活关怀、养老关怀“五关怀”为主题，开
展全方位的帮扶服务。

家住鱼邱湖街道的朱贵臣夫妇，如今均已年
过六旬。11年前，女儿因病去世。“女儿要是还在
的话，也得20多岁了。”妻子李树春告诉记者，自
打女儿去世后，她和丈夫朱贵臣就患有轻度忧郁
症，多亏了高唐信康诊所主治医师王明泉给予他
们悉心治疗，并时常陪他们聊天，开导他们。“王
医师经常来家里看俺们，由于白天要上班，他通
常都是晚上来，工作忙实在没时间来的时候，他
就打电话问问俺们好不好。”朱贵臣说。

张立明介绍，高唐县卫计局每年都会为年满
60周岁的计生特殊家庭成员免费健康查体。2014
年5月，该县购买了每位218元的健康查体套餐，
为全县年满60周岁以上的114名计生特殊家庭成
员进行了健康查体，并逐人建立了健康档案。

除此之外，高唐县卫计局还对处于生育期内
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鼓励再生育，不孕不育的帮
助联系医疗机构，开展再生育技术服务。对没有
生育能力但有收养意愿的，该县卫计局还积极
协调到社会福利机构办理收养。通过再生育关
怀，众多计生特殊家庭步入到正常家庭的行
列。

□记 者 杨秀萍
通讯员 吴亚茹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近日，记者从聊城市卫生
计生委召开的全市中医药工作会议上获悉，
聊城市将多措并举，加快推进中医药事业稳
步健康发展。

以中医药收费方式改革为重点，全力推
进中医药参与深化医改工作。大力推进中医
优势病种付费方式改革，省里推进的7个中
医优势病种今年将在聊城市各级中医医院全
面推开。在深入开展县级公立中医医院综合
改革中，继续抓好鼓励使用中药饮片、调整
中医医疗技术服务价格和提高中医药费用报
销比例等倾斜政策的贯彻落实，完善公立中
医医院补偿机制、绩效评价机制和人事薪酬
制度。

以发挥中医药医疗预防保健特色优势为
基础，全面提升全市健康服务业发展水平。
以医院等级评审为基础，进一步加强重点专
科、重点学科建设，完善中医药人才队伍，
全面加强医院内涵建设，不断提升医疗服务
质量。同时，进一步完善中医药预防保健服
务体系建设，加强中医“治未病”能力建设
项目工作，深入实施中医“治未病”健康工
程。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宽中医药服务领
域，整合各类中医药文化资源，促进中医药
与健康服务业、旅游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中
医药养生保健、医疗康复及健康旅游等健康
服务业发展。

以全面建设标准化国医堂为核心，全面
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基层医疗机构国
医堂建设受到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今年省
里正式启动了基层医疗机构国医堂建设项
目，并列入了省级财政预算，聊城市也正在
努力争取市级财政补助，大力支持基层医疗
机构建设国医堂。力争2015年底基本实现全
覆盖，促进全市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的全面
提升。

以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为关键，全力提
升中医药人才培养质量。采取院校教育、师
承教育、继续教育等多种形式，为全市基层
医疗机构培养一批用得上、留得住的实用型
中医药人才。创新基层引才制度，鼓励中医
药专业人员到基层服务。建立中医药人才激
励机制，协同有关部门制定有利于中医药人
才发展的倾斜政策，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
出，进一步提升全市中医药人才队伍素质。

以实施健康文化推进行动为抓手，全力
推进中医药文化建设。深入开展“中医中药
中国行—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活动，
提高中医药传播能力，加强中医药文化宣传
平台建设，努力成为中医药优秀文化的传承
者、推广者和创造者。

聊城多措并举推进

中医药事业发展

经济扶助 精神慰藉 生活关怀

高唐：让失独家庭不“孤独”
◆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

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失独家庭，期盼社

会伸出援助之手。作为全省第二批计生特殊

家庭帮扶模式探索项目试点县，高唐县积极

开展针对计生特殊家庭帮扶救助模式的探

索，通过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帮扶救济，

帮助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影，重塑生活信

心。项目自2012年实施以来，投入资金达35

万元，2014年10月，高唐县被授予“全省计

生助福项目示范单位”。

□王立栋 报道
近日，东阿经济开发

区贾庄村村民代表正在商
议修改计生村规民约。

为进一步完善计划生
育村民自治，东阿县开发
区计生办结合自身实际，
采取试点先行、分批实
施、逐步推进的方法，进
一步修订完善人口和计划
生育村规民约，使人口计
生工作做到依法行政，以
实现基层自治。

共同商讨

村规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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