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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
意见》公开发布，力度空前的“双减”政策
在全国落地。今年寒假作为“双减”之后
的第一个寒假，没有学科类补课班，没有
如山的语数外试卷，孩子们的寒假应该
怎样度过？ （A4版）

“双减”后首个寒假，怎么过？

“以人民为中心”毫无疑问是“新春走
基层”活动的正确落脚点和出发点，广大
新闻工作者必须时时刻刻站稳人民立
场，用更多“小人物”的侧面折射时代的变
化。期待“新春走基层”勾勒更多奋进者的
剪影，期待广大新闻工作者用更多的乡
土气息和人文关怀，饱蘸民生笔墨，生动
立体地讲好中国故事！ （B3版）

让“新春走基层”
勾勒更多奋进者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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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青
实习记者 王露 罗园）受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委
托，1月17日和18日，四
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
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以
及有关负责同志等，分
别带队看望慰问全国道
德模范罗玮、全国道德
模范吴永秀、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获得者董贵
生，转达中央领导同志
的亲切问候，详细了解
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
并送上帮扶资金和新春
祝福，叮嘱他们保重身
体，勉励他们保持先进
本色，继续发挥榜样示
范作用，始终做道德的
践行者、精神的引领者、
时代的奋斗者。

广元市民罗玮19岁
时成为我国器官移植史
上无偿为陌生人捐肝的
第一人，26岁时成为四
川省最年轻的十八大代
表。她用行动践行自己
对“爱心”的理解，用义
举挽救了陌生人的生
命，当爱心捐款伴着荣
誉向她涌来时，她用这
些捐款建立了老幼托管
中心，将爱心回馈社会。

慰问组专程来到广
元市罗玮的家中，详细
询问罗玮的工作、生活
情况以及身体状况，并
了解其有无需要解决的
困难。慰问组负责人表
示，罗玮的事迹影响了
很多人，是大家身边值
得学习的人。“我只是做
了自己觉得对的小事。”
罗玮表示，将珍惜这份
来之不易的荣誉，继续
做好本职工作，起到道
德模范的宣传引领和示
范作用。

今年 64岁的“救水
女侠”吴永秀，是成都市
成华区白莲池街道社区
居民，自幼生长在东风
渠边的她屡屡“上演”惊
心动魄的救人故事。吴
永秀注册成立了“吴大
姐爱心互助会”，后更名
为“ 吴 大 姐 爱 心 救 助
队”，带领 2000 余名志
愿者开展阻泳救护、扶
贫帮困、环境维护、爱心
助学等公益活动。

在成都市成华区白
莲池街道办事处，慰问组
成员关切询问吴永秀的
身体状况，叮嘱她保重身
体，称赞她几十年如一
日，尽己所能、用己所长，
挽救了数十名落水者的
生命，向社会传递了正能
量。吴永秀对慰问组的到
来表示感谢，并坚定地
说：“感谢党和国家的关
心关爱，我会继续尽自己
的绵薄之力，影响带动更

多人当好人、做好事。”
成都市郫都区听涛园老兵俱乐部负责

人董贵生，为了坚守战场上的一句承诺，退
伍后坚持替牺牲的战友赡养父母。无论面
临怎样的困难，董贵生都没想过放弃，始终
用博大的爱心和坚实的臂膀呵护着“爸爸
妈妈们”。董贵生还陪伴部分牺牲战友的父
母在清明节时去云南扫墓，圆老人们“想要
看一看儿子”的心愿。

在听涛园老兵俱乐部，慰问组成员关
切询问了董贵生和“爸爸妈妈们”的生活情
况，并鼓励他继续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带动
更多人把信守承诺、孝老爱亲的美德传递
下去。“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尽我自己的努
力，把‘爸爸妈妈们’照顾好，让他们安享晚
年。”几十年来，董贵生一直坚守着自己的
承诺。1月9日，董贵生还和老人们一起吃
了团年饭，不仅为他们准备了丰盛可口的
菜肴，还送上了新年大礼包。

近年来，四川省广泛开展道德模范关
爱帮扶活动，制定了《四川省礼遇帮扶道德
模范和身边好人实施办法》《四川好人榜评
选发布细则》，并通过资金支持、社会捐助、
志愿服务等方式，落实关爱帮扶措施，切实
解决实际困难，彰显德者有得、德者受尊的
鲜明导向。

不少代表委员都认为，过去一年四川医改
成效显著，最大的变化就是深化医疗保障制度
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比方说，全省基本形成了以基本医疗保险
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
康保险等共同发展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尤其
是基本医保和商业健康保险的融合发展更好满
足了人民群众的医疗保障需求。”省政协委员、广
安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刁志强了解到，全省至少
有10个市州推出普惠性健康保险产品，如成都

“惠蓉保”、德阳“德e保”、广安e惠保等。
刁志强再举例，他了解到四川医改的另一

个可喜变化，是全省医保基金监管长效机制逐
步形成，开展医保基金专项治理、健全“一案多

查、一案多处”机制，主动曝光案件，“以案示警”
推动行业自律，推广医保智能监控，落实举报奖
励措施，严厉打击欺诈骗保，确保人民群众“救
命钱”的安全。

取得成效同时，代表委员提醒，医改回应高
龄社会需求，仍面临很多挑战，尤其要注重老年
慢病人群诊疗的有序。原国务院医改专家委员
会第一届委员房志武在1月15日在公开场合
说，随着1963年-1975年生育高峰期间出生的
人群逐渐跨入60岁，老龄人群的慢病相关花费
会成为消耗医保资金的主体，他将“老年慢病人
群诊疗无序”诊断为医改面临的最大问题。

大部分医疗卫生领域的代表委员对这一观
点表示赞同。

省人大代表、攀枝花市中心医院肾内科主
任张颖娟在近些年观察到，随着老龄化社会逼
近，老年慢性病患者基础人群也在变多，引发并
发症的情况也日益突出。

省人大代表、宜宾市医保局副局长邓维莲
也表示，老年慢性病患者人群长期住、扎堆大医

院的情况确实存在，这也和目前人口结构状况
相吻合。

还有部分代表委员表示，随着老龄化加剧，
一部分老人长时间住在大医院，家人很少考虑
治疗后在社区康复，易引起社会资源浪费，值得
关注。

“银发社会”的医改形势下，挑战已至，如何
破题？

部分专家委员的观点达成共识——从创新
诊疗模式入手。省政协委员、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徐俊波坦言，临床实际诊疗过程中，大的
医疗机构里有部分想要长时间住院的老年人，多
是因家庭陪护不够、心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他想
到的点子，是尝试在综合医疗机构建老年病专业，

建立社会—心理—生物模式，可评估老年人的状
况、拓展老年人的健康教育方式，同时开展老年人
心理建设，增加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评估与干预机
制，还要建立适合老年人的诊疗模式——“陪伴+
交流+治疗”，同时建立综合医疗机构+社区+养老
的三级服务体系，“尤其是社区应该强化主动性，
积极提供送医送药上门服务。”

张颖娟代表建议，可在医疗机构建立一个
慢病信息化智慧管理系统，实现个体化诊疗和
随访，将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慢病信息进
行共享，便于对疾病进行一体化管理。

邓维莲代表则提出，各地可通过慢病签约
医生等方式，为老人提供定时定点上门服务，将
基层医疗机构原来坐等病人上门的服务模式变
为主动上门。同时，邓维莲也建议在多地试点建
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高
医保基金使用效益。

还有部分专家委员认为，医院照护诊疗不
应只盯“急病、重病治疗”，要把健康管理的功能
前置。 (下转A2版)

关注“银发社会”下的医改，代表委员建言：

不应只盯“急病、重病治疗”，应强调健康管理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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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上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成都开幕。1月18日上午，四川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在省两会前夕，四川省统计局推出专项调查报告。报告通过四川民调云平台网络调查的方式进

行，访问对象为全省21个市（州）年龄在18岁—70岁的城乡常住居民，随机抽取访问对象，成功回收共2584个样本。受访者在

回答对2022年即将召开的省两会最关注的热点有哪些时，选择“医疗改革”的比例最高为48.9%。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医疗改革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回应高龄社会需求更是“难中难”。已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的四川，如何

面对挑战和把握机遇？多名参加省两会的医疗卫生领域代表委员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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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取得
突破性进展

“银发社会”下的医改课题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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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慢病签约医生
医院照护诊疗应把健康管理功能前置、
不应只盯“急病、重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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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直播带货这一新电商形态的
兴起，不少农产品也搭上了互联网快车，从农
村运往城市，在带“活”乡村经济的同时，也为
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值得一提的是，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有
关部门和各地政府也频频出台产销对接、冷链
物流、人才培养等促进农村电商发展的政策，
促使直播带货等农产品销售新模式进一步发
展，在促进农产品上行、带动农民增收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直播带货引领了乡村新时尚，但其发展过
程中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近日，记者
围绕农产品直播带货现象、直播带货过程中存
在的短板以及如何推动农产品直播带货健康
长远发展进行了走访调查。

现象：直播带货“活”了乡村经济、
鼓了村民腰包

“现在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百花蜜，由蜜蜂
采集山中多种花粉酿制而成，口感温和，并伴

有淡淡的花香……”1月10日上午，在福建省
龙岩市武平县大禾镇大礤村的一处家庭农场
里，返乡创业青年、龙岩市新农人协会会员张
勇情绪饱满地通过手机直播平台向全国各地
网友介绍蜂蜜的品质、酿制环境、储藏方法等，
吸引了不少网友下单。

张勇告诉记者，4年前他开始接触短视频，之
后便尝试以短视频、直播的方式跟网友分享自己
的养蜂、养鸡日常，并介绍武平特产，带动周边农
产品销售，让附近的老百姓享受到了互联网经济
带来的实惠。“目前，我在直播平台有50多万名
粉丝，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能接到1000多个订
单。”张勇说道。

大禾镇坪坑村村民邓金发跟张勇合作两
年多了：“以前我们家自产的蜂蜜常常卖不出
去，通过直播带货，现在仅销售蜂蜜年收入就
有4万余元，比以前翻了一番。”尝到了直播带
货的甜头，现在邓金发家的红薯、土鸡等农产
品都由张勇通过直播进行售卖。

这样的例子在农村地区并不鲜见。记者走
访发现，近几年来，农产品直播带货快速发展，

不仅切实解决了不少老百姓的农产品滞销难
题，还带活了乡村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
动能。

和张勇一样，四川省宜宾市高县沙河镇“上
古里·电商直播村”的返乡创业青年吴开强也将
直播间搬进了村里的柠檬基地，通过直播带货带
领全村村民蹚出了一条产业发展的新路子。

“2020年初启动直播带货以来，村里的柠檬销量
一路攀升，甚至还远销国外。”吴开强告诉记者，
他还带领团队助力周边农户销售大米、红薯等农
产品，村民的收益直线上升，腰包也越来越鼓。

在青海省玉树市云塔村，全国农村创新创
业优秀带头人白卡常常一边在草原上放牧，一
边通过手机直播的方式向网友介绍当地的牧
民文化和农产品。“直播带货不仅打开了农产
品的销路，还对我
们当地的风土人
情起到了很好的
宣传效果。”白卡
说道。

(下转A2版)

直播带货“活”了乡村
本报记者 漆世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