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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丁兆霞
本报通讯员 乔祥明 董丹丹

去年，按照日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
东港区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剩余68个村3 . 7万处
房屋拆迁，5年完成全部城中村改造任务。作为
市区驻地街道，东港区秦楼街道承担了两年拆
迁15个村的重任。

2016年11月20日凌晨，东港区秦楼街道秦家
楼村两委门前排起了长龙，等待天亮时的拆迁签
约。“拆迁村的老年房我们去看了，村里的分配补
偿政策我们也比较了，村干部的作风我们也了解
了。”村民厉建富掩饰不住期待，“过去是叫我们
拆我们不愿意拆，现在我们就盼着拆啊！”

上午7：30到11：30，素有“新市区第二大村”
之称的秦家楼村的960户村民834处合法房屋拆
迁改造协议签订工作就进入收尾阶段。一天内，
该村的拆迁改造签约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被称为“天下第一难”的拆迁，在秦家楼
村，群众却表现出了争先恐后的参与热情。秦
家楼村的拆迁改造工作，正是东港区城中村改
造的一个缩影。

一碗水端平

“拆迁工作做得好，无非就是让党员干部
带头，做到公平公正。”今年4月30日，谈起秦
家楼村拆迁改造工作为啥能够顺利推进，秦家
楼村领头人党支部书记秦泗刚说。

要拓展城市经济空间、改善居民生活、提
升居民生活环境和条件，必须推进城中村改
造，这不仅是上级的要求，也是村民的殷切期
盼，可究竟该从哪儿破局？

秦家楼村村“两委”班子从听民声民意开
始，不分日夜地开会研究、入户调查，将村民
的诉求和意见全部摸排出来。哪些是合理合法
的，哪些是违规不合理的，一一详细梳理制订
认定标准。随后将标准发放到老百姓手中，在
充分征求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意见的基础上，
将合规合法的房屋认定情况进行了张榜公示，
设立举报箱，广泛听取意见。认定榜张贴出去
后，全村无一人提出异议。

为了推进拆迁工作，村里为300多户老年人
首先建设了过渡安置房。就在一些老人开始往
里搬迁的当天夜里，秦泗刚突然接到一个匿名
电话。电话里的人问他，“都是亲娘，为啥书
记的娘和老百姓的娘有区别？”把秦泗刚弄得
一头雾水。经过仔细询问，原来，同时建造的
过渡安置房，他母亲的老年安置房用的是砖
头，别的老人房屋用的却是空心砖。

还有这事？秦泗刚顿时火了，连夜去了母
亲的安置房，找来铁榔头，猛地砸了下去，墙
皮开处，里面果然露出了砖头。怒火冲天的秦
泗刚又气又急，手脚并用将墙推倒，由于用力
过猛，新买的皮鞋都碎了，手上也划开了一道

大口子。随后，他叫来负责施工人员，要求必
须用空心砖砌出一样的墙，任何人不能例外。

原来，在施工的时候，施工人员发现空心
砖不够了，就用盖房子时候剩下的砖头来砌
墙，一方面节约房屋空间，另一方面也算废料
利用，本以为悄无声息，没成想竟然闯了大
祸。秦泗刚在随后召开的党员大会上，对负责
这项工作的党员进行了严肃批评，并作了深刻
的自我检讨，赢得了与会党员的一致认可。

“拆迁工作是集体资产的再次分配，能否公
平公正，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秦泗刚说。

谈起这个，党员滕彩娟深有感触。十几年
前，她和丈夫在自己的屋前空地上建了一处桂
花棚，从最初的拇指粗到现在的手腕粗，这些
树像她的孩子一样，有着深厚感情。如今要拆
迁了，桂花树必须无偿移除，滕彩娟内心有着
诸多不舍。

当秦泗刚和村主任秦绪波打电话做她工作
时，她才认识到，作为党员家庭，带这个头有
多重要。随后，她找人帮忙，用了不到一天时
间，就拆除完毕。“人家党员干部都带头拆
了，咱还有啥说的？”滕彩娟把桂花树卖掉棚
子拆掉之后，和她家一排几十户人家门前的桂
花园也全部自行拆除。

一把尺子量到底

拆迁中对违建房屋的认定，多争一点，就
是巨大的经济利益。村里有4户村民，因为有违
章建设的房屋，所以在分户楼分配的时候，按
规定不能享受分户楼。当他们找到秦泗刚希望
可以通融一下的时候，秦泗刚一口回绝：“定
好的事，坚决不能改。”

村民秦玉某因病去世，留下了妻子刘某菊
和孩子相依为命。其曾经有一处老房在翻盖新
房的时候没有按规定拆除。在签订协议的时
候，刘某菊觉得村里应该多照顾，对老房予以
赔偿，所以坚持不签协议。秦泗刚和村“两
委”其他同志多次上门都不能做通工作。

“同情归同情，我不能拿集体的财产当人
情。定好的事情，就得一把尺子量到底。”秦
泗刚说。

眼看时间已经到了当天晚上11：00多了，
如果到了第二天，她家将不能享受2万元的奖励
资金，可任凭秦泗刚和村委一班人怎么做工
作，刘某菊就是不签字，这可急坏了秦泗刚。
这时有人提起平时跟刘某菊关系最要好的邻
居。秦泗刚找到那个邻居拜托她做刘某菊的思
想工作。邻居同意了，最终，赶在当晚12：00
前，刘某菊一家签下了拆迁协议。

让村民享受到最好的政策

短短4个小时就基本完成了签约，看起来推

进得顺风顺水，个中酸苦村委一班人心里却最
清楚。当天上午签约后，还有12户没有签约，5
位村“两委”成员分别认领做工作。因为村
“两委”成员李克彩有低血压，连日来又加班
加点，夜晚11点多时她脸色蜡黄，秦泗刚主动
把她手头上剩下的一户揽到自己身上，而其实
他自己当天也是水米未进。秦泗刚说，“过了
次日零点，一些优惠政策就不能再享受，所以
再苦再累，也得让所有村民都享受到最好的政
策。”

在分配老年过渡安置房的时候，秦泗刚没
有忘记和刘某菊一样的困难群众，他跟村“两
委”成员说，刘某菊和她的孩子孤儿寡母，住
在外面没个照应，也让那娘俩搬到安置房吧。
听到这个消息，刘某菊掉下泪来，“没想到，
村里没有放弃我！”

拆迁彻底改变了秦家楼村村民的生活。秦
家楼村的村民，很多人家以前都是挤在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盖起的旧房里，很多已经成了危
房，胡同也只有2米多宽。而现在，不少户不仅
分得了180平方米的楼房，还有十几万元的现
金。

秦泗刚告诉记者，为了让群众获得实实在
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次拆迁改造，区政府
给村里让利不下5亿元。除了安置区，村里还计
划建设400亩绿地公园，届时，群众的生活环境
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拆迁为民
——— 东港区秦楼街道秦家楼村拆迁侧记

□ 本报记者 丁兆霞

国家生育政策调整后，二孩生育人员增多
且平均生育年龄偏大，生育并发症的人数及生
育并发症医疗费用也随之大幅增长。然而，在
国家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框架内，参保人
员生育并发症医疗费并未明确纳入保障支付范
围。

新形势下如何有效减轻生育人员的生育医
疗费用负担？5月11日，记者从日照市完善基本
医保参保人员生育并发症医疗保障待遇发布会
上获悉，日照市人社局会同日照市财政局于近
日制定出台了《关于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生
育并发症医疗费用报销问题的通知》，将生育
保险和医疗保险紧密衔接，参保人员生育并发
症医疗费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

原有待遇保障存“盲区”

据日照市人社局副局长孙雪锋介绍，新政
策未出台前，日照市范围内参保人员生育发生
的费用，主要是根据参保类别不同，享受不同
的生育报销政策，保障范围还不够全面，保障
待遇还存有空白人群。

根据不同的参保类别来说，机关事业单位
职工生育发生的医疗费用由单位按原经费渠道
解决，其中市直参加公务员医疗补助的，生育
医疗费暂从公务员医疗补助金中按医疗保险普
通疾病的规定标准支付，有的区县参照办理，

也有的未予解决，由职工个人负担；企业及其
他未纳入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的单位职工，由用
人单位按规定参加企业职工生育保险，其中有
八类生育并发症费用纳入了生育保险支付范围，
但其他生育并发症因过去发生概率较少，未予有
效解决；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因未纳入生育保险
且没有固定的用人单位，生育医疗费由个人负
担；对于居民医保参保人员，2015年起，日照市实
施全市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
生育人员支付定额生育补助金500元。

国家二孩生育政策调整放开之前，因日照
市未出现过多集中的高龄产妇，高额生育并发
症医疗费的问题未反映出来。2016年，发生生
育并发症的人员集中增多，要求解决生育并发
症医疗费用的诉求不断增强，对参加基本医疗
保险人员生育并发症医疗费用报销问题进行重
新界定和明确，由此便显得极为迫切。

并发症范围增至26类

孙雪锋介绍说，新政策本着推进基本医疗
保险和生育保险制度无缝衔接，有效降低参保
人员个人负担的原则，对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生
育并发症医疗费有关报销政策进行了统一完
善。其中，经过医疗专家的多次论证，对生育
过程出现的并发症范围进行了明确界定，由原
来的8类增加为26类。包括：妊娠期高血压疾
病、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妊娠期糖尿病、
妊娠剧吐、胎儿窘迫、死胎、前置胎盘、胎盘

早剥、胎膜早破、羊水过多、羊水过少、先兆
流产、先兆早产、妊娠期急性脂肪肝、母婴血
型不合、产后出血、羊水栓塞、子宫破裂、宫
颈裂伤、子宫内翻、产科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DIC）、羊膜腔内感染、产褥感染、晚期产
后出血、产褥期抑郁症、产后尿潴留。

根据全民医保的推进现状，新政策将目前
的育龄妇女分为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和居民医保
参保人员两大类参保人群，对两大类人群的生
育并发症医疗费，从不同渠道进行了保障。

其中，对于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各类人
员，住院发生的生育并发症医疗费，分三类标
准落实待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参加公务员
医疗补助的，参照职工医疗保险规定暂由公务
员医疗补助金支付；未参加公务员医疗补助
的，由用人单位参照生育保险规定的标准支
付。企业（含其他非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参
加生育保险的由生育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未
参加生育保险的，由用人单位参照生育保险规
定的标准支付。灵活就业参加职工医疗保险连
续缴费满1年的人员，由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参照
普通疾病医保报销规定支付。

对于参加居民医疗保险的人员，住院分娩
无生育并发症的，仍按《日照市人民政府关于
建立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日
政发〔2014〕4号）文规定享受定额生育补助金
500元；有生育并发症的，分娩医疗费与生育并
发症医疗费合并计算，由居民医保基金按照普
通疾病医保报销比例的60%支付，不再享受生

育补助金500元，报销金额少于500元的按定额
500元支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减轻高额生育并发
症参保人员负担，生育并发症医疗费经基本医
疗保险报销后，对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达到
大病保险起付标准（职工8000元，居民12000
元，其中农村贫困人口6000元）以上的，纳入
日照市大病保险保障范围，分别由职工或居民
大病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

个别困难者去年费用可报销

本着政策调整前后有序衔接、受益人群顺
利过渡的原则，对参保人员2016年度发生的生
育并发症医疗费用，日照市仍然执行原政策规
定。但同时，为切实解决好2016年度个别参保
人员因生育并发症医疗费过高、个人负担较重
的问题，将其纳入日照市2016年度大病保险保
障范围，对合规医疗费用达到2016年度大病保
险起付标准（职工8000元，居民12000元，其中
农村贫困人口6000元）以上的，分别由职工或
居民大病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新政还明确规
定，这类人群需于2017年7月31日前到参保地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逾期个人不申报的，社
会保险机构不再受理支付。

据悉，为更加高效、便捷地服务参保人
员，日照市人社局还对医疗费报销流程进行了
规范，符合医保支付规定的，按普通病种限额
结算流程即可即时结算。

日照致力消除生育险待遇保障“盲区”

生育有了并发症 治疗费用可报销

□丁兆霞 赵鹏 报道
5月10日，岚山区总工会工作人员与20余名

工人志愿者，来到岚山头街道平岛路与官草汪
居开展创城卫生清理活动，以实际行动为创城
助力。

□丁兆霞 刘清民 张永华 报道
4月22日，日照市暨东港区卫生计生综合

监督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活动主题是“严格
规范文明公正执法，护卫人民群众健康权
益”，现场开展义诊和法制咨询活动。

□杜光鹏 罗从忠 报道
5月11日，曲阜师范大学春季运动会（日照

校区）开幕，来自11个学院的859名师生运动员
在学生男子组、学生女子组、趣味项目和教工项
目等六个大类46个小项的比赛中展开角逐。

□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近日，日照市91名非师范类

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荣获“山东省普通中
等专业学校2017届优秀毕业生”称号。

为鼓励毕业生在校期间勤奋学习、积极进
取，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就业
观，日照市高度重视省优毕业生评选工作，及时
下发评选通知，明确评选范围及比例、评选条
件、评选办法及程序等。市属7所普通中专学校
在综合测评和民主评议的基础上，按照公开、公
正、择优的原则，认真确定初评人选，并张榜公
示，广泛听取意见，接受监督，确保省级优秀毕
业生的评选质量和评选工作的公正透明。评选
结果出来后，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各学校
将对毕业时未落实就业单位的省级优秀毕业生
进行重点推荐，促进其尽快实现就业。

日照91人获评

省中专优秀毕业生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孙国艳 报道
本报莒县讯 4月5日，记者从莒县财政局

获悉，今年以来，为满足农村群众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莒县财政不断加大资金投入，
大力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推动图
书馆“硬件”升级，助力全民阅读。借全国第
六次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的机遇，莒县财政局
对图书馆进行提升改造，筹资34万元采购图书
馆自主借还系统及数字图书馆设备，极大提高
借还图书的效率，方便群众阅读。同时，还安
排46 . 6万元对县图书馆办公设备进行更新维
护、房屋内部功能改造及采购新书等，丰富了
阅读内容，改善图书馆阅读环境。

莒县财政

为民办实事

□纪伟
丁兆霞 报道
5月12日上午，
“ 最 美 的 遇

见——— 杨红樱小樱桃
见面会”在日照市图
书馆举行，著名儿童
文学作家杨红樱来到
日照市为自称为“小
樱桃”的粉丝们做了
演讲并现场签名售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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