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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从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
必振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
全省农口战线、基层干部、广大农
民精神振奋，大家表示，要以饱满
的干劲抓生产、夺丰收，奋发有为
挑重担，努力推进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省按照中
央的决策部署，唱好“三农”重头

戏，全力推进“乡村振兴”，使我
省农村稳步走向繁荣。但综合过去
和现在的社会进程看，在加强党对
“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
委以更大力度推动乡村振兴的同
时，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

乡村是农民的乡村，农民是乡
村振兴最直接受益者，他们应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最积极、最主动的
因素之一，但在一些地方，农民却

几乎成为了“看客”“旁观者”。
大到产业结构怎么调，小到村里的
路怎么修，有的农民或冷眼旁观，
或坐等发展成果，一切工作统统由
基层干部一力承担。

问题出在哪里？有农民自身的
原因。在乡村振兴中，受能力、眼界
等所限，有的农民对振兴乡村心有
余而力不足，不知从何处下手。也有
少数农民不想挑一担水，光想摘桃
子。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基层部
门对农民的作用认识不足、支持不
够甚至持怀疑态度，缺乏主动引导
他们参与到村庄发展中来的现象。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目的
是为了让广大农民过上幸福美好生

活,因此，乡村要振兴，必须关注农民
本身的需求，听取他们的建议和意
见。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村庄有什
么发展优势，从哪方面发力最容易
突破，他们最需要什么，理想村庄什
么样，他们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坚持农
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农民来推
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事关党和国
家事业全局与广大农民的根本利
益，必须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紧紧依
靠农民来推动。实践也证实，农民是
乡村振兴的根本力量，他们赞成的、
支持的，工作就好开展，成效就好；
他们反对的、抵制的，做起来就会事

倍功半，甚至可能会“出力不讨好”，
出现与农村实际需求脱节的现象。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
中，基层干部要当好“宣传员”
“引导员”和“服务员”。广大基
层干部有知识、有能力，眼界开
阔，应该发挥其引领、指导与服务
作用，广泛听取农民意见，充分调
动他们的参与热情，广泛汇聚他们
的智慧和力量，引导他们全程参
与，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乡村振
兴才会更好、更快实现。

归根到底，乡村要振兴，农民
必须当主角。各级政府要紧紧围绕
农民利益这一目标，鼓励和引导他
们有序参与到乡村振兴工作中来，
才能增强他们对乡村振兴的认同感
和责任感，进而汇聚起推进乡村建
设的强大合力。

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角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郭杰

沂水县是全省20个脱贫任务较
重的县之一，近年来，沂水县把脱
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头号民
生工程，工作中创新工作机制，形
成了扶贫资产“四权”分置管理机
制、殡葬全免费改革、大病再救
助、“关爱老人·情暖夕阳”寸草
心志愿服务行动、婚俗改革等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保障
了贫困群众持久受益，持续巩固提
升脱贫攻坚工作成果。

“四权”分置

保障贫困群众持续受益

“为确保资金资产安全、收益
长效稳定，我们创新建立了扶贫资
产所有权归村集体，经营权归合作

社、龙头企业、专业大户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受益权归贫困户，监
管权归农业农村局的扶贫资产‘四
权’分置管理机制。”近日，在崔
家峪镇磨峪村，该镇扶贫办工作人
员杜伟正在为外地调研的同志讲解
“四权”分置管理机制。

针对以往扶贫分钱分物一分了
之等问题，沂水县创新建立了扶贫
资产“四权”分置管理机制。2016

年以来，该县形成的429个扶贫产业
项目全部落实“四权”分置管理机
制，年实现收益4910 . 8万元，覆盖
94%的贫困人口。

殡葬全免费

解决因丧致贫、返贫问题

“自从县里进行了改革，火
化、骨灰盒都不要钱了，坟墓也不
要钱了，政府都给办好了。一场丧
事，俺自己就花了几十块钱的祭祀
用品。殡葬改革对俺这种家庭来
说，真是最大的帮助了。”沂水县
崔家峪镇南垛庄铺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赵尊兰去世后，她的儿子高德志
说道。

针对贫困户因丧致贫、返贫问
题，从2017年5月10日起，该县创新
实施以“殡葬全免费”为核心的殡
葬改革，对群众在殡葬过程中涉及
的遗体运输费、火化费、骨灰盒费
和公益性公墓墓穴使用费全部免
除，直接减轻了占去世总人口40%

的贫困人口户均2万多元的家庭负
担，让这些家庭不花一分钱就能办

完亲人“身后事”，目前，已有
10209名贫困人口受益。同时，“厚
养礼葬”的新风尚，也消除了户与
户之间的攀比心理。

大病再救助

为贫困群众减负

沂水县病残贫困人口5 . 6万人，
占贫困总人口的78 . 8%。针对因病致
贫贫困人口中患重病贫困人口在享
受医疗扶贫政策后，个人负担仍然
较重的问题，该县创新实施大病再
救助工程，每年通过企业捐助、机
关干部捐助等筹集1000万元大病再
救助基金，贫困人口在经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医疗机
构减免和医疗商业补充保险报销之

后，进行医疗机构费用再减免和
1000万元大病再救助基金救助两个
环节，实行分段累进制救助。

沂水县创新实施的大病再救助
工程，不仅没有吊高胃口反而靶心
更加精准，政策是在五个环节报销
后增加了两个环节，按比例再救助，
个人支付越多的大病救助报销越
多。自开展以来，大病贫困人口医疗
费用个人负担比例由原来的8 . 6%降
到4%，远低于全国10%的标准。

同时，将所有环节全部纳入
“一站式”结算平台，解除了贫困
群众奔波报销之苦。目前已为16934

名贫困人口再减免费用503 . 5万元，
为1301名大病贫困人口通过大病再
救助基金报销472 . 3万元。

（下转A2版）

工作中形成扶贫资产“四权”分置管理机制等一系列创新实践

沂水保障贫困群众持久受益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田宝宗 徐建明

农村大众报临沭讯 （记者郑
希平 通讯员宋鉴）“刘大娘，这
是给您拿过来的冠心病药，要记得
按时吃啊！”临沭县石门镇大官庄
村刘学兰家中，来自镇卫生院的家
庭医生正在为她查体，并送来了治
疗冠心病的免费药物。

76岁的刘学兰患有冠心病、小
脑萎缩多年，老伴患有脑梗后遗
症、慢性支气管炎，女儿又是一
名重症精神病患者，一家3口每月
近千元的医药费对于这个收入几
乎为零的家庭来说一直是一个沉
重的负担。“按时吃药”这件小
事 ， 对 刘 大 娘 来 说 曾 经 是 一 个
“奢侈”的愿望。“以前哪舍得吃
药啊，挨到撑不住了才到卫生室开
点药吃。”

随着临沭县慢性病困难家庭帮
扶工作的开展，刘大娘一家“舍不
得吃药”的情况得到了根本解决。
根据实际情况，刘学兰一家被列为
精准帮扶对象，在医疗保障方面享
有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全补
助、大病保险报销比例提高、医疗
救助、23种慢性病特定用药在镇街
卫生院100%全部报销以及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免费救治、免费复查复诊
和健康监测等医保服务。“俺和老
伴的慢性病药、闺女的精神病药都
不用自己花钱了，住院也是先住
院，后结账。2020年俺一家拿药、
住院一共花了7700多块钱，报销完
了自己才掏了700块钱。”谈起如今
的看病就医，刘大娘满是皱纹的脸
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近年来，临沭县各级各部门、
各医疗机构加强对贫困人口慢性病
患者的用药指导和医疗救治，先后
开展困难人口慢性病全面筛查与认
证备案、提高慢性病患者报销比
例、实行23种慢性病药品100%报
销、免费救治特殊疾病等政策，让
全县困难慢性病患者真正得到实
惠。

针对困难户看病时基本医疗保
险无法涵盖的部分，临沭县将慢性
病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等
多重保障机制有效融合，推出了大
病保险、重特大疾病再救助、特惠
保险等多重保障，医疗费用实际报
销比例大幅提高，医疗保障“红
利”惠及到每个角落。

“我们按照应办尽办、降低标
准的原则，保证所有符合条件的
困 难 人 口 享 受 到 慢 性 病 管 理 待
遇。”临沭县医保局局长朱孟范
告诉记者，截至目前，临沭县共
办理困难人口慢性病3 . 7万人次，
住院报销金额1 . 15亿元，政策范围
内住院报销比例达到91 . 84%。

临沭：23种慢性病药品100%报销
慢性病困难家庭帮扶工作让他们可以“按时吃药”

医保局工作人员向群众解释办理条件及报销政策。(张宇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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