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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养天地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雷昱

日前，记者从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获悉，南阳市按照“资源整合、
统一标准、规范运作、便民高效”的原则，
将530项“全省通办”事项下放到乡镇（街
道）受理，18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高频业
务下放到村（社区）受理，实现全市244个
乡镇（街道）和4818个村（社区）社保服务
网点全覆盖。

细规划强基础，确保服务“下得
去”。对全市全部乡镇（街道）和村（社
区）进行摸底调查，全面掌握各乡镇（街
道）、村（社区）的服务场所、网络设施、人
员配备等情况。采用市、县、乡三级联动
的方式，统一制定乡、村级网点人员、场
地、设施配备标准，指定县区信息员分包
基层信息平台建设，全面夯实乡、村级社
保便民网点建设基础。

定标准促培训，确保乡村“接得住”。
结合乡、村基层实际，制定《18项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高频业务经办培训手册》，编制

《南阳社保服务“全省通办”高频事项经办
要点》，完善《村（社区）社保便民网点人员
培训计划》《乡镇社保便民网点轮岗培训制
度》，对基层经办人员开展培训，定期安排
乡镇网点人员到市、县两级社保大厅轮岗
实训，全方位提升基层社保经办服务质效。

建机制重督导，确保工作“管得
好”。建立乡镇通报评比，县区轮值督
查，市级随机巡查的市、县、乡三级督导
评价体系，定期对全市乡、村社保网点建
设运行情况考评。

树品牌提质效，确保群众“信得
过”。充分运用“南阳人社宣讲团”“人社
行风热线”等载体，围绕社保经办服务全
覆盖是什么、为谁办、怎么办、谁来办等
问题，开展政策宣传。

河南南阳市

推动社保经办服务网点基层全覆盖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凌青

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布数据，截
至 2024 年 4 月，全国正常营业的村卫生
室有58万家，其中10万家纳入医保单独
定点范围，还有32万家村卫生室采用“乡
村一体化”管理模式，通过乡镇卫生院实
现医保报销，全国超 72%的村卫生室已
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此前，国家医保局会同国家卫生健
康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村卫生室纳入
医保定点管理的通知》，指导各地按照

“创造条件、优化流程、加强调度、应纳尽
纳”的原则，加快将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
点管理，确保 2024 年底前将符合条件的
村卫生室及时纳入医保结算范围，有多
个村卫生室的行政村至少保障 1个村卫
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确保医保服务

“村村通”，方便群众在家门口就医购
药。支持村医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开展参保动员上门巡视、预防保健、慢病
管理、中医药诊疗服务等。

此外，在对《关于做好2024年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作政
策解读时，国家医保局表示，要抓好医保
综合帮扶政策落实，健全防范化解因病
返贫致贫长效机制，做好农村低收入人
口和脱贫人口参保工作，确保两类人员
参保率不低于 99%。一是按规定落实好
医疗救助分类资助参保政策，有条件的
地区可适度提高定额资助标准，结合实
际情况加大倾斜救助力度。二是常态化
开展高额医疗费用负担患者监测预警，
进一步强化信息共享和部门间工作协
同，积极引导慈善等社会力量参与救助
保障。

国家医保局

全国超72%的村卫生室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 龙静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来到台盘村，我不仅可以看‘村
BA’比赛，还找到了工作。”近日，贵州省
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乡平水村村民潘齐
荣，经台盘村人社便民服务站联系推荐，
顺利来到位于县经济开发区的贵州麒臻
实业集团公司务工。

近年来，贵州省黔东南州积极探索创
建村级人社便民服务站点，并制定印发

《人社便民服务站建设规范》，对建设标准
进行规范统一；通过指导每县（市）选取3
个人员较为集中的行政村建设人社便民
服务示范站点，辐射服务周边村居。

在村级人社便民服务站运营管理上，

黔东南州建立了“乡镇统一集中管理、州
县人社部门业务指导、县级人社部门和乡
镇集中评价”的机制，通过村“两委”自行
运营、联合市场主体共同运营、购买服务
成果委托运营等方式运营服务站点。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过购
买服务的方式，委托我们公司建设和运
营全县39个村级人社便民服务站。”剑河
县丰源劳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徐立介绍。

据了解，黔东南州依托村级人社便民
服务站，积极探索上门服务、预约服务、代
理服务、远程服务等人社便民措施，为群
众提供人社政策宣传、岗位信息发布、招
聘和零工服务、社保业务咨询查询及参保
登记、社保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等人社服
务，更好地满足基层群众服务需求。

贵州黔东南州

站点进村 畅通人社服务“末梢”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雷昱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忠义乡
互助幸福院（以下简称“幸福院”）里，三
排白色外墙的房子坐落于内，每间都是
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格局；隔着大大的
落地窗，能看到屋内陈设干净整洁、地
板一尘不染。走进其中一间、65 岁老人
周春林的家，她正在厨房里洗洗涮涮，
客 厅 地 板 上 放 着 一 坛 正 在 腌 制 的 酸
菜。被问及住在这里的感受，她笑容满
面地答道：“老家房子受了灾，成了危
房，自从今年 4 月村里组织我住进幸福
院后，不仅环境好，邻里之间互助友爱，
幸福感也提升很多。”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外出打
工，地处坝上高寒地区的康保县各乡镇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村庄空心化、家庭空巢
化、人口老龄化情况。2013 年以来，为破
解农村老人住房安全、生活保障、日常照
料等难题，康保县在河北省率先探索建设
幸福院，十年来，就地抱团养老模式逐渐
得到群众认可。请跟随记者脚步，一探幸
福院究竟如何以“三好”为老人们的幸福
兜底。

住得好
安全 安心 方便

在农村，多数老人喜欢在家门口种瓜
种豆，邻里之间喜欢走街串巷。在集中住
宿、统一管理后，如何让老人们住得好、住
得舒服？忠义乡的幸福院拿出了解决
方案。

首先，要保证老人们的安全。在忠义
乡幸福院大门口，记者发现这里有一套智
慧物联的门禁管理系统，就像住在城市小
区里一样，外来者没有密码和钥匙打不
开，老人们的安全和隐私得到保障。

等待几分钟后，随着“嘀”一声，院里
的管理人员遥控打开大门：院子整体都是
水泥路面，每家每户门前都有小花园、斜
面无障碍通道和小台阶；每个角落都有摄
像头，除了日常安全监控外，老人们如有
突发状况也能及时被发现。

周春林说：“住进这个院子的都是留
守老人，原先在村里，走路摔倒发生意外
或者有纠纷都没人知道，现在安装了监
控，大家的人身安全、财物都有了保障。”

此外，住得干净舒适也是衡量幸福
感的标准之一。“以前村里的旱厕除了
脏，冬天还冷。你看现在每间房都有独
立卫生间，冬天康保的气温达到零下三
十多摄氏度的时候，再也不用为上厕所
犯难了。”周春林说，“院子里有个洗澡
堂，住在这里用水免费，我们只需要承担

电费即可。我爱干净，隔三差五就去洗，
生活比以前舒服多了。”

更重要的是，幸福院除了集中管理，
还很尊重农村老人原有的生活习惯。77
岁老人周启山和他的老伴在搬到幸福院
以前，常在自家门前空地种瓜果蔬菜。听
说幸福院建得像城里的房子，老两口还担
心来了以后不能种地了，儿女长期不在身
边，又没有经济来源，花钱买菜肯定不
现实。

周启山说：“没想到来了以后，发现村
里早就考虑到了这点，在修建幸福院的时
候，特意在每家每户门前留出一块小空
地，只要保证干净，我们种啥都行，特别
好！大家种的都不一样，收获后给邻居们
送点过去，关系更好了。”

据了解，幸福院以家庭为核心、以邻
里为依托，实行集中管理、分户生活、差异
保障、互助服务的模式，农村低保户、脱贫
户、残疾人、60 周岁以上老年人等都可入
住。目前全县共建成互助幸福院35所，共
建住房2231间，累计安置2633人。

吃得好
省心 适口 健康

住在幸福院，解决吃饭难。在土城子
镇的幸福院，这里的食堂逢年过节就会举
办“饺子宴”，一大早，院长张顺英会按照
惯例提前准备好食材，等待院里的老人自
告奋勇来当“包饺子志愿者”。

78岁的李凤英是院里的“年轻人”，自
从住进幸福院，连续六年她都承担了包饺
子的任务。“来这里住条件挺好，儿女们放
心，自个儿心里踏实，我们老年人在一块
也能相互照顾。我算是院里年纪较小的，
逢年过节有活动时，就和大伙一起帮忙包

点饺子、洗点水果，说说笑笑也热闹。对
于年纪大、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还会送到
房间里用餐。”她说。

当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到 83 岁独居
老人王凤美眼前时，她激动地说：“食堂的
饭菜可口，想吃啥有啥，不像以前只能凑
合着吃。住到幸福院，日子真幸福。”如今
在这里，像王凤美一样享受便利生活和优
质服务的，还有来自全镇各村60周岁以上
老人330余人。

“互助抱团养老是互助幸福院最核心
的价值体现。”康保县民政部门相关负责
人表示，“针对部分农村老人养老储蓄不
足、居住条件简陋、生活无人照顾、精神慰
藉缺失等突出问题，康保探索出这一具有
地域特色的农村养老服务模式，曾被评为

‘中国十大民生决策奖’。”
张顺英以前是乡镇干部，自从土城子

镇的幸福院建成后，他担任了全职院长。
因为有多年基层工作经验，张顺英在管理
和服务工作中，想老人之所想，受到全院
老人的好评。

他认为，“互助”能够成为幸福院老人
们解决吃饭问题的好法子。老年人牙口
不好、饭量不好把控、营养跟不上……这
些问题在幸福院的食堂都能得到解决。

他说：“像我这样的专职工作人员只
有 4名。面对一些尚有劳动能力的老人，
我们还设置了管理员、保洁员等30多个公
益性岗位，每人每月发放几百元补贴。”

作为配送员，70 岁的老人李桂珍说：
“大伙住在一起久了，清楚每位老人的口
味。我们这有食堂，统一购买食材保证安
全健康，大伙给不能堂食的老人送送饭，
日子过得很开心。”

除了土城子镇的幸福院，康保县还在

各镇幸福院开设了 4间孝老惠民食堂，委
托第三方进行管理和运营，为老人们开展
托养、其他居家养老及便捷助餐、送餐等
服务，以“菜品全、服务好”的标准，让老人
在家门口享受美食。

吃饭问题解决了，现在的幸福院里，
时常能看到自发组建秧歌队的老人们踩
着节拍扭秧歌，乐器队老人吹拉弹唱，棋
牌爱好者三五成群下着围棋，幸福院里处
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李凤英说：“如今有
了幸福院这个好去处，心情自然好，生活
安逸、舒服，孩子们在外务工也放心啦。”

医得好
就近 高效 及时

康保县的互助幸福模式，还有一个重
要环节就是保障老人的及时就医需求。
每所幸福院离乡镇卫生院最远距离仅500
米左右，就近、专责、专人配备医生定期上
门为老人检查、配药，成为保证老人身体
健康的关键。

在屯垦镇范家营村幸福院，阳光透过
玻璃窗洒落在长廊的沙发上，几位老人沐
浴着暖阳在聊天。最里间，76岁的张淑英
收拾好碗筷，简单拾掇了几下便出了门。
前些年，子女在外务工，家里就剩她一人，
生了病往往缺人照顾。

好在范家营村卫生室就在幸福院最
中间，还没到门口，张淑英便喊：“温院
长，我头有点发闷，快给我量量是不是血
压高了。”

“别急别急，坐下慢慢来。”幸福院院
长温广兼着范家营村的村医。拿出血压
计，仔细检查后，温广放下心来，“没啥问
题，记得按时吃药，少盐少油。”

“那行那行。”张淑英慢悠悠地回屋
了。她属于幸福院的第一批“住户”，笑称

“住在这里，白天不愁没人陪，生病不怕没
人管”。

作为全县规模最大的幸福院，土城子
镇的幸福院管理模式和医疗保障最为健
全。张顺英按照集中居住、分户生活、自
我保障、互助服务的管理原则，以每排房
屋十几户老人作为一个小组把大家归类，
每组选出一名老人作为小组长。

“原先的一家一户养老模式，最棘手
的问题就是老人在突发状况下得不到及
时救治。在这里，小组长和其他住户会第
一时间发现，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老人送
往医院，并通知家属。”张顺英说。

康保县副县长石磊表示，今年康保还
将依托县养老服务中心，在有需要生病就
医等突发情况时，让幸福院1000户老人通
过联通的“一键呼叫”功能，为他们提供更
优质的养老服务。

河北康保县

互助幸福院里有“三好”

□□ 宋成均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雷昱

在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双河镇犁头村，
阳光洒落在村卫生室的门口。在这里，村民
们正亲身感受医保带来的便利：看病就医无
论是挂号、就诊、取药，还是入院办理、出院
结算，仅凭一部手机就能完成。

“像伤风头痛、感冒、肩膀痛、腰痛等
常见病，我们都能处理。”卫生室负责人傅
开连一边忙碌，一边介绍，常见病诊治费

用医保统筹大部分都能覆盖，还有理疗这
一 块 也 可 以 报 账 ，看 了 之 后 直 接 就 能
报销。

“开通医保报销以后，我们方便多了。”
村民胡小容满脸笑容地说，“以前去镇上看
病买药，还要花十多元钱打车，现在在家门
口就能报销，买药也直接报了。”

犁头村卫生室是长宁县 145 家纳入医
保定点管理的村卫生室之一。秉承“小病
不出村”的原则，近年来，长宁县不断增强

村卫生室的服务能力，以应纳尽纳的原则
将更多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
管理，配置医保服务终端，解决群众看病、
报销问题。

“请面向屏幕，开始刷脸……”在距离犁
头村十多公里外的铜锣镇凤凰溪村卫生室，
自从这里被纳入医保定点管理后，同样给村
民就医带来方便。附近群众找医生看完病
后，使用医保服务终端设备“刷脸”，即可完
成医保费用实时结算；新设备让村民在家门

口就享受到便捷高效的医保服务。
凤凰溪村卫生室负责人张晓感慨，自从

有了这个刷脸的电子服务终端，病人不用再
带社保卡、智能手机了，人脸识别直接刷方
便多了，也给医生节约了很多时间。

将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对不断
满足农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障需求，提
高常见病、多发病就医购药可及性有着重要
意义。据了解，去年长宁县全县的村卫生室
共结算84493人次、医保支付1049.72万元。

四川长宁县

足不出村，医保报销！

在土城子镇互助幸福院内，老人们正在下棋。 受访者供图

日前，河口镇金墩村老人在便民服务中心参加集体生日宴会。

□□ 李怡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乐明凯 文/图

“祝您生日快乐！”近日，湖北省孝感
市大悟县河口镇金墩村便民服务中心充
满欢歌笑语。县里 200 名乡村老人相聚
一堂，集体吃上“寿星宴”，大家互相祝
福，一起吃生日蛋糕、看节目，其乐融融。

“感谢你们对农村老年人的关爱，
美味佳肴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很开
心！”74 岁的金墩村村民戴汉荣高兴地
说。活动中，大悟县第二人民医院医生
给参加寿星宴的老人义诊、体检，志愿
者为老人义务理发、表演歌舞，村委会
向每位老人赠送了一个保温杯并送上

生日祝福。
金墩村是大悟县县级美好环境与幸

福生活共同缔造试点建设村。近年来，
该村引进企业大力发展抹茶产业，现有
茶园 3300 亩，年产值达 6000 万元，金墩
村（抹茶）入选第十二批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300 余名村民成为茶叶产业
工人。

“通过举办这场集体生日宴会，老人
们能更直接地参与分享金墩村的共富成
果。”中国科信集团驻金墩村工作队队长
宋朔龙介绍，工作队以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村幸福食堂为载体，连续三年开展关
爱乡村留守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活
动，累计爱心帮扶资金达30万元。

湖北大悟县

留守老人吃上集体“寿星宴”

□□ 李博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凌青

上午10点，当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博
白县博白镇城西村小学的师生们还在教室
里上课，学校食堂里整齐穿戴厨师衣帽的工
作人员正忙着准备学生的午餐。只见他们
将烹饪好的饭菜一一分好，整齐地摆在一
起，并用保鲜膜封好，确保饭菜卫生健康和
保持温热。

11 点 10 分，放学铃声一响，学生们在
老师的带领下领取自己班级的饭菜，并秩
序井然地前往指定地方用餐。午餐时间对
于学生们来说是一段快乐时光，跟同学一
起围坐在桌子边吃饭，城西村小学学生梁
晁安吃得津津有味，他说：“今天的饭菜非
常好吃，美味健康，种类也很丰富，每天都
有两荤一素一汤。”说起学校提供的免费午
餐，城西村小学学生冯诗茵也点头表示：

“现在在学校就能吃上热饭了，我们都觉得

挺幸福的！”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进实施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不断改善农村学生营
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我国制定
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办
法》。自2023年10月起，博白县扎实推进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为受益学生
提供每人每天 5 元的餐食，其中，中央财政
补贴 4元，自治区财政补贴 0.7元，县财政补
贴0.3元。

去年 10月，当博白县各乡镇学校在“家
长群”发出关于供应学生免费营养餐的通知
时，许多人回忆起自己学生时代的午饭。“我
们小时候读书时都是自己带一瓶咸菜、自带
米去学校”“以前每周日到学校时，我都要从
家里舀上米，交给老师煮饭”……哪怕是这
些年，对于一些上学路途遥远或者家长工作
繁忙的学生来说，中午的吃饭问题也同样令
人头疼。所以，一位博白县径口镇中心小学

的学生家长在读到通知后，开心地在微信群
发送了个大笑的表情包，并敲下一行字：“不
用煮他们的午饭啦”。

当前，一些地方还存在食品安全管理
不严格、资金使用管理不规范、供餐质量和
水平不高等问题。如何确保学生们在学校
里吃得开心、吃得安心？在博白镇西江村
小学留山教学点食堂里，正准备检查食品
安全工作的西江村小学校长庞宗利指着墙
上的“博白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每日公示”牌说：“这是我们一周的菜
谱，每顿饭保证有两荤一素一汤。今天吃
的是丝瓜炒瘦肉、白萝卜炒牛肉、炒毛节瓜
和紫菜蛋花汤。”

“为了让孩子健康茁壮成长，我们遵循
均衡膳食、合理营养的原则，根据不同食物
所含的营养元素和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营养
需求标准调配午餐，保障学生的营养需求
和健康成长。”城西村小学教师李娟凤说，

“我们的菜单每天都会更新，食材也很新
鲜。在操作过程中，我们要求工人精细化
操作，保证所有食材都干净卫生。”

据介绍，去年以来，博白县共有 749
所学校，23.06 万人享受农村义务教育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全县实现全覆盖。
为了确保营养午餐惠及每一位同学，让每
一个学生都吃得卫生可口，博白县各学校
严格落实食品卫生安全的系列管理制度，
进一步完善各项自查自纠措施，细化责任
分工，强化工作保障。同时，抓好食材供
应商、每餐价格、食材供应量“三定”工作，
抓好每日、每周带量带价食谱，采购菜品
价格等公示。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卫生管
理，规范食材储存、加工、分餐等环节，落
实陪餐制度，开展学生食堂“家长开放
日”活动，抓好“互联网+‘明厨亮灶’”和

“无水厨房”建设工作，保障学生们“舌尖
上的安全”。

广西博白县

农村娃吃上免费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