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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进兴是天津市河东区某小区
的门卫，每月收入3000元，他的爱
人负责小区的垃圾清理工作，每月
收入1800余元。由于生活拮据，杨
进兴在几年前断缴了医保。

2020年10月的一场病让他陷
入了困境。由于没有医保，他不敢
去大医院诊治，只好到私人诊所看
病，花掉了家里仅有的1万元积蓄。

“当时如果交2万元，后面每次诊治
只需要2000元。但我还是选了更
便宜的治疗方式，以后怎么办到时
候再说。”杨进兴说。

“有病不愿医、不敢医”是造成
城市相对贫困群体生活质量偏低的
重要原因之一。近日，《瞭望》新闻
周刊记者在全国多地调研发现，城
市相对贫困群体“家庭收入低、就医
质量低、医疗保险断缴多、大病急病
花销多”的“两低两多”现象突出。

受访专家建议，从加大医疗救
助覆盖面、实行差异化救助、提高医
疗救助资金的使用效率等方面，不
断健全全民医疗保障体系，逐步破
解城市相对贫困群体的医疗难题。

医疗救助范围如何扩

50岁的马秀杰是白银有色产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员工，丈
夫2013年确诊肾癌后在家待业，而
她也于2018年确诊甲状腺瘤。儿
子还在上大学，马秀杰每月3800元
工资成了全家主要收入来源。马秀
杰确诊后，丈夫为了节省开支没去
医院做定期检查，她自己则经常去
家门口小诊所看病。但小诊所普遍
不提供发票和单据，因而无法通过
医保报销。

“目前大病治疗困扰着很多城
市相对贫困者。医疗救助需要进一
步扩展、医疗救助的成本和费用要
进一步降低，就需要医保承担更多
的责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
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关
信平表示。

近年来，各地在不断加大医疗
救助力度，扩大覆盖范围，将因病、
因残致困的群体纳入医疗帮扶救助
范围。

以广西南宁市为例，近年来市
医保局督促各县区做好与民政、残
联、工会部门协调工作，全面摸清城
镇困难群众参保底数，对经过民政
部门确认的城镇困难群众认真落实
参保缴费财政补助政策。

一方面，城镇困难群众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
分，属低保对象、特困对象、孤儿、重

度残疾人、城镇低收入对象中60周
岁以上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给予
100％全额补助；属其他城镇低收入
对象的给予60％补助。

另一方面，对符合条件的困难
群众产生的治疗费用在基本医疗保
险和大病保险报销后的个人自付合
规内费用开展医疗救助，医疗救助
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自付医疗费用在
年度救助限额内救助比例达80％以
上，有效缓解城镇困难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的问题。

差异化医疗救助怎么做

在因病致困的城市相对贫困群
体中，致困原因和程度不同，救助方
式也不同。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应
对这类困难群体应进行分类救助，
实行差异化、专业化的医疗救助。

困难残疾人、重病患者等，是城
市相对贫困群体中不可忽视的群
体，各地不断加大对困难残疾人的
救助力度，做到“应帮尽帮，不漏一
人”。

2020年，对城镇重度残疾人给
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个人
缴费补贴，被列入广西南宁市为民
办实事工程。截至去年9月30日，
各县（区）、开发区残联部门联合所
在地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医保部
门，已给予8721名城镇重度残疾人
个人缴费全额补贴。

困难老年人是城市脱贫解困的
重要群体。

2020年9月，天津市被国家确
定为第二批长护险试点城市。为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解决重度失能
人员长期护理保障问题，2020年12
月天津市印发《天津市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试点实施方案》，初步建立了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如今，天津市已组织定点护理
机构及时对接服务重度失能人员，
已经与7800余名重度失能人员“一
对一”签订护理服务协议，已经制定
护理计划的近 6800 人，已经入户
（入院）提供长护险护理服务28740
余人次。

断保漏保的灵活就业者群体，
也值得关注。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
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铭来介
绍，灵活就业已经成为我国的重要
就业形态之一，由于参保登记难度
大，收入较低不愿参加医疗保险，难
以核定收入等原因，灵活就业人员
的参保难度较大。

专家建议，针对不同特征的流
动人口建立不同的参保体系，区分

不同单位性质、行业性质的灵活就
业人员参保状况，分别建立差异化
的参保体系，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参
保需求。逐步建立居民医保个人缴
费标准与居民收入相挂钩的动态筹
资机制，考虑个人经济承受能力，减
少退保情况的发生。同时，需要根
据救助对象的不同需求实行差异化
救助，确保“大病大治”“小病小治”。

救助金怎样高效使用

贵州省凯里市清水江社区68
岁的杨少端，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
半身残疾，2018年又因乳腺癌动了
手术，目前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
理。

“杨少端的爱人有3000多元退
休工资，按照政策规定，她是不符合
低保条件的，所以我们就把她的刚
性支出减出来，从而她才能享受低
保并进行二次报销。”清水江社区党
工委书记沈钊荣说，像杨少端这样
的“边缘户”还有不少，基层工作人
员会想办法将这些因病致困的群体
纳入救助范围。

在医疗救助过程中，不少城市
相对贫困群体要面临资金结算难
题，导致一些特殊群体的医疗需求
难以得到满足。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研究实习员
康丽介绍，我国的医疗救助资金主
要是“事后救助”的形式。也就是
说，患者筹集足够的医疗费用才去
医院看病。治疗结束后，患者才能
得到医疗报销费用。“但现实生活
中，需要医疗救助的人群大都是经
济困难的特殊人群，他们往往由于
无法承担自付的医疗费用，而选择
放弃检查治疗。”康丽说。

受访专家建议，一方面要持续
完善疾病应急救助制度，通过设立
医疗机构医疗救助专项基金、简化
医疗救助程序、增加医疗救助的救
助内容等方式，不断提高医疗救助
资金的使用效益。

另一方面，也应建立稳定的预
算管理体系，完善医疗救助资金的
预算额度，通过整合慈善救助、社会
捐赠等资金池，加大医疗救助资金
投入，扩大医疗救助的范围。

“现在，部分医疗项目由于程序
不完整，而无法得到救助基金。但
一些地方也存在救助资金闲置或者
过度使用的现象。”康丽建议，各部
门之间应建立互联互通机制，共享
资源和数据信息，简化申请救助、费
用报销等环节手续，以提高医疗救
助金使用效率。 /新华社

新华社昆明8月2日电
（记者庞明广）记者从云南大
学获悉，由中外科学家组成
的研究团队借助显微CT扫
描等技术，发现距今5.18亿
年的云南澄江生物群中若干
节肢动物双支型腿肢基部的
新结构，进而揭示了节肢动
物演化的复杂性。

主导此项研究的云南大
学古生物研究院研究员刘煜
告诉记者，自1909年加拿大
布尔吉斯页岩化石群发现以
来，国际古生物学界及演化
生物学界就一直认为，早寒
武纪的节肢动物腿肢类型是
较为简单的双支型，即原肢
上只附着有内肢和外肢。同
时，上肢结构总是被当作甲
壳动物（如虾、蟹）及其祖先
类群独有的特征被区别对
待。甚至有研究曾提出，只
要是具有上肢结构的节肢动
物就都是甲壳动物演化支系
里的一员。

刘煜介绍，借助显微CT
扫描技术和计算机三维复原
技术，以云南大学古生物研
究院为核心的国际科研团
队，对距今5.18亿年的云南
澄江生物群中的迷人林乔利
虫、肥胖林乔利虫、刺状纳罗

虫及异形网面虫4个非甲壳
动物支系的节肢动物的腿肢
三维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
相关研究显示，上肢很有可
能是一个普遍存在于早期节
肢动物中的结构，而不是甲
壳动物及其祖先类群独有的
特征。

“这与国际古生物学界
此前的共识是相悖的。”刘煜
表示，节肢动物是目前地球
上物种数量最多、多样性最
高的动物门类，此项研究的
新发现是节肢动物演化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先前基
于早期节肢动物腿肢形态的
谱系演化工作都有必要重新
进行编码和分析。

“显微CT扫描技术是完
成此项研究的关键，也是帮
助我们看清早期节肢动物身
体结构的‘透视眼’。”刘煜
说，研究表明，早在5亿多年
前，节肢动物的身体结构就
已十分复杂，这也为相关研
究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方向。

该研究由云南大学古生
物研究院、英国自然历史博
物馆、德国慕尼黑大学组成
的科研团队合作完成，相关
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期刊
《自然·通讯》上。

8月1日，在
邢台市内丘县文
化馆，老师给小
朋友指导戏曲动
作。

暑假期间，
河北省邢台市内
丘县文化馆举办
舞蹈、戏曲、剪纸
等公益培训班，
丰富孩子们的假
期生活。

/新 华社发
刘继东 摄

帮助城市相对贫困者
走出医疗困局

“透视眼”揭示节肢动物演化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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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日前组织
开展国有重点企业管理标杆
创建行动，公布了管理标杆企
业、标杆项目和标杆模式（“三
个标杆”）名单，促进国有企业
不断强化管理体系和管理能
力建设，与世界一流企业对
标、加快向世界一流迈进。

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
不断夯实管理基础，强化管
理创新，企业管理工作取得
积极成效。但与世界一流企
业相比，国有企业在管理能
力和管理水平上仍需提升。

2020年年中，国资委启
动国有重点企业对标世界一
流管理提升行动，明确提出
到2022年国有重点企业要
基本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
范、运行高效的中国特色现
代国有企业管理体系，企业
总体管理能力明显增强，部
分国有重点企业管理达到或
接近世界一流水平。

为实现这一目标，国资
委提出，要综合分析世界一
流企业的优秀实践，深入查
找企业管理薄弱环节，持续
加强企业管理的制度体系、
组织体系、责任体系、执行体
系、评价体系等建设，全面提
升管理能力和水平，具体包
括战略管理、组织管理、运营
管理、财务管理、科技管理、
风险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

息化管理等八个方面。
今年3月，国资委提出自

今年至2022年底，按照选育
结合、适时评估、动态调整的
基本原则，分层分类总结提
炼管理提升成功经验，创建
管理标杆企业、标杆项目和
标杆模式，引领国有重点企
业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
动走深走实。

经过企业申报、专家评
审、征求意见等环节，国资委
最终遴选出的“三个标杆”包
含200家标杆企业、100个标
杆项目和10个标杆模式。

“‘三个标杆’充分体现
了国有重点企业的管理实
践，也包含了一批充分运用
现代前沿管理理论和手段的
新业态、新模式，汇聚了对标
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八个
管理领域的典型经验，具有
较高的推广价值。”国资委企
业改革局有关负责人说。

这位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与各中央企业、各地国
资委建立常态化工作联系机
制，全程督促指导，并对入选
企业、项目及模式适时开展
评估评价，重点指导和推动

“三个标杆”相关企业持续提
升管理水平，切实发挥示范
带动作用，努力打造一批充
分体现新时代国有企业特点
的优秀管理品牌。 /新华社

国资委开展国有重点企业
管理标杆创建行动

这是入选标杆企业名单的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开发建设运营的锦屏一级水电站。 /国投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