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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长护险’，帮我减轻了
些负担。”8 月 21 日，记者来到大观区
花亭路街道花亭北村胡荣海老人的
家时，他望着侧躺在床上的老伴曹
荣梅，念叨着年初申请的“长护险”
带来的好处。

64 岁的曹荣梅，10 多年前因中风
导致偏瘫，近四五年来，病症加重，常
年卧床不能自理，吃饭、擦洗、大小便
等，都是胡荣海在照顾。今年 1月份，
胡荣海听说失能人员可享受“长护险”
待遇，于是他按要求准备好老伴最近
的出院小结，以及距今六个月以上的
出院小结和参保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等
材料，前往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提
交了申请。

过了几天，专家小组就上门为曹
荣梅进行失能评定，最终评定分数为
40分，符合重度失能标准，可享受“长
护险”待遇，每月可享受450元补助及
500元额外护理。

“450 元补助直接打到老伴的账
户上，我还可以为她选择上门护理服
务，有 30 项可以选择，比如床上洗
澡、床上擦浴、上门理发等，护理费用
我们支付 30%，‘长护险’基金支付
70%（每月不超过 500 元）。”胡荣海
说，目前帮老伴洗澡、擦浴等他都能
应付得过来，就是不会理发，他准备
先选一项上门理发服务。

记者了解到，胡荣海所说的“长
护险”，即职工长期护理保险，是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补充和延伸，被
定位为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
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后的独
立“第六险”。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照看一个
人、拖累一群人、致贫一家人”，长期以
来是很多失能人员所在家庭仅靠自身
力量无法破解的困局。2016年6月，人
社部发布《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
点的意见》，在全国 15个城市试点，安
庆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全国试点城市，我市将市本级
25万职工医保参保人员纳入制度保障
范围。政策规定，参保人员因年老、疾
病、伤残等原因导致失能，经过不少于
6个月的治疗，符合《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评定量表》重度失能标准，生活不能
自理、需要长期护理的，可申请享受

“长护险”待遇。
“待遇标准分三种：居家护理每月

定额补助450元和额外护理500元；医
疗机构护理每天补偿60元；养老机构
护理每天补偿50元。”安庆市医保局长
护科科长杨明亮介绍，为了丰富失能
人员护理服务内容，市医保局确定了
30项上门护理服务以供居家护理失能
人员选择；定点医疗机构专门开设长
护病区，为重度失能人员提供“医疗+
专项护理”服务；定点养老机构，增设
床位，增加护理人手，吸纳失能人员入
驻机构护理。目前有定点服务机构26
家，累计享受待遇人数778人，长护基
金累计支出854万元。

记者了解到，今年“长护险”还有很
多新变化，比如，“长护险”试点范围扩
大到了安庆的各县（市）；“长护险”可
以在网上申请，全市城镇职工医疗保
险参保对象，可关注“安庆医保”微信
公众号进入网上办事大厅，点击“长护
险申请”进行申请。

此外，“长护险”还新增了短期
照护服务，以解决失能人员短期照
护难题。短期照护包括上门入户服
务和机构托管服务，基本服务内容
包括为重度失能人员提供饮水、助
餐、喂药、如厕、应急处理等个人生
活基本照护，确保享受服务的重度
失能人员享有清洁、卫生、安全的日
常生活。后期，“长护险”还将新增
辅具租赁服务，为失能人员适配辅
具提供方便。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王佳

职工“长护险”

为失能人员

家庭解难题

机关食堂由合餐制改为分餐
制，并且每日定人定量；饭店餐馆
里，贴上“文明餐桌行动公约”，饭
店老板当起了点餐监督员；红白喜
事、家中宴请，一改过去铺张浪费
和攀比之风……在宿松县高岭乡，
机关食堂做出表率、党员乡贤上门
宣传、村民和酒店纷纷践行，节俭
之风扑面而来。

合餐变分餐
泔水少一半

8月 20日中午 12时许，正是午
餐时间，宿松县高岭乡机关食堂
里，七八名工作人员正拿着碗筷，
排着队，自助打饭。当天，食堂准
备了四菜一汤，分别装在几个盆子
里，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饭量和口
味，选择吃什么、吃多少。

“以前机关食堂是合餐制，每
桌不管人多人少，饭菜都是一样
多，剩菜剩饭是难免的。现在改
成分餐制后，工作人员都是自备
餐具，自己盛饭装菜，一方面节约
了粮食，另一方面也提高了食品
安全。”高岭乡党委委员彭全一边
盛饭一边说道。

吃多少盛多少，节约了粮食，但
在高岭乡乡长祝志斌看来，仅自助

用餐还不够，“光盘行动”还应从源
头上更加精细化。

“食堂用餐还能不能再节约
些？”承包高岭乡机关食堂已经
12 年 的 赵 向 荣 琢 磨 起 来 ，他 觉
得，自助用餐减少浪费取决于用
餐者的自觉，但如果能在总量上
进行控制呢？

赵向荣发现，每天都有工作人
员因为各种原因不在食堂吃饭，
所以每天在食堂吃饭的人数是不
固定的。因此，他想到了根据人
数定量的方法。

“过去，我只是按固定人数来
做饭，但有的人不在食堂吃，浪费
自然产生。现在我每天提前统计
有多少人在食堂吃饭，再根据每天
实际用餐人数来做饭。”赵向荣说，
在食堂干了12年，他对于多少人能
吃多少，心里有数。

自助用餐、定人定量，双管齐
下，高岭乡机关食堂的泔水从过去
每日 1 桶降到了半桶，浪费情况大
为改善。

高岭乡机关食堂做出表率，当
地餐饮酒店也出节约“实招”。

“每次点菜，我都根据用餐的人
数推荐菜的数量，如果感觉点多了，
我会提醒他们少点一些，或暂时就
点这些，如果不够再加。”高岭乡一

酒店老板杨兰说。
“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高岭乡一直以来都把餐饮节约作为
一项工作内容，近年来，餐饮经费平
均每年下降 10%，重提‘光盘行动’
后，目前全乡 12个乡村食堂全部实
行分餐制。并且在餐饮酒店、学
校大力倡导，在全乡再掀节约之
风。”祝志斌说。

乡贤上门宣传
节俭清风正劲

“今年我儿子高考分数达到一
本线，原计划等录取通知书到了，就
到酒店摆酒席庆祝一下，后来唐组
长来我家跟我说，在酒店办酒席有
些浪费，最好在家里办。我想了想，
在酒店办确实铺张了些，就改了主
意。”高岭乡青云村村民唐石平说。

唐石平口中的唐组长是青云
村郭屋组党小组组长唐长春，他
趁着上门祝贺的时机，打听唐石
平 摆 酒 席 的 打 算 ，并 积 极 倡 导

“光盘行动”。
唐长春介绍，按照当地的风

俗，摆酒席很有讲究，10 个人一
桌，16 个菜必不可少，还不包括 6
个凉菜。根据档次，一桌酒席不
含烟酒价格能高达上千元。“这么

多菜，能吃一半就不错了，最后都
是浪费了。”

而在高岭乡，请客办酒一般有
三种方式，除在酒店摆酒席之外，还
可以选择请流动酒席班子上门来
做，或者自己操办。根据花费计算，
酒店办最高，其次是请流动酒席班
子上门办，最实惠的则是自家操办。

“思来想去，我决定在家办，虽然
人累一些，但是干净卫生，而且吃不
完还可以留到下一餐，一点都不浪
费，费用几乎节省一半。”唐石平说。

从酒店办到自家办，高岭乡转
变观念的不止唐石平一人。

杨兰告诉记者，与往年相比，
今年酒店的学生宴订单量明显少
于往年，有的客人直接取消了原订
的酒席，有的客人减少了桌数，从
过去十几桌减到五六桌，大家节约
的意识越来越强。

在农村，不仅升学宴，红白喜事
更是当地的一件大事，风俗很重，攀
比之风造成餐饮浪费现象突出。而
按高岭的风俗，如果有老人去世，其
村民组所有人家都要去老人家里吃
饭，而且一吃就是十几天，其间除了
办丧事的人家，其他人家都不做饭。
流水席为操办丧事的人家带来不小
的经济压力，而且餐饮浪费严重。

制止红白喜事中的浪费行为，

成为高岭乡乡贤们推动“光盘行
动”的重点。

前不久，高岭村程圩组一名老
人去世，高岭村卫生室室长唐裕民
在得知老人去世的消息后，便第一
时间上门吊唁，同时向老人子女宣
传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光
盘行动”，还对前来吊唁的村民们
做思想工作。

让唐裕民没想到的是，劝导过
程比想象的顺利，很快做通了程姓
老人家属的思想工作，决定不搞流
水席，而前来吊唁的程圩组村民们
也赞同移风易俗，减少浪费。

“以前要大摆酒席十几天，又累
又浪费，现在每天只要做一桌饭菜，
够家里人吃就行了，钱和粮食都节
省下来了。”程姓家人说。

发放宣传单、挨家挨户上门宣
传、串门聊天时有意引导……这个
夏天，高岭乡的乡贤们成为“光盘行
动”的代言人、传播者。

“近年来，高岭乡各村组选出
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老教师、
老长辈等人，组成乡贤队伍，在推
进 社 会 治 理 方 面 发 挥 了 很 大 作
用。尤其是在倡导‘光盘行动’
中，依托乡贤们在基层的影响，把
新理念‘种’进村民心里，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祝志斌说。

节俭清风拂高岭
全媒体记者 常艳 通讯员 孙春旺

“嗡嗡嗡，嗡嗡嗡……”8 月 20
日，记者沿着蜿蜒的山路，来到了桐
城市唐湾镇八一村远近闻名的“养
蜂达人”叶树的家，刚下车就看到成
群的蜜蜂，在他家院子里的蜂箱边
飞来飞去。

49岁的叶树，从小喜欢“玩”蜂，
这些年读过的养蜂专业书籍，摞起
来比他的身高还高。2017 年，他回
到家乡养蜂，把自小喜欢玩的蜜蜂
当成事业来做，把自己培育的蜂王
卖到了全国各地，还成立了合作社，
带动周边贫困户一起走上“甜蜜”的
致富路。

“蜜蜂对环境的要求很高，要好
山好水好花。山里一年四季花不停
地开，蜜就会不停地采。八一村的自

然生态环境好，非常适合养蜂。”指着
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青翠山林，叶树缓
缓叙说着他的养蜂历程，因为有丰富
的技术和经验，他的养蜂规模逐年扩
大：2017年2箱，2018年30箱，2019年
150箱，今年300多箱。

发展养蜂，轻车熟路，这来自于
多年的积累。叶树自小爱“玩”蜂，上
小学前，他就在家养土蜂玩。上学
后，字还没认全，他就去书店买来养
蜜蜂的专业书籍看，边查字典边钻
研。那时他用木桶养了十来笼土蜂，
一年割一回蜜，送给亲戚们品尝。

后来叶树去北京打工，工厂紧邻
中科院养蜂研究所，他经常去找教授
们请教养蜂的知识，大量研读养蜂专
业书籍，日积月累间，他掌握了人工

培育蜂王和人工分群、蜂群四季管理
及常见病防治等技术，成为了学识丰
富的养蜂“土专家”。

考虑到父母年迈，孩子上学，家
人需要照料，2017年，叶树决定回老
家，顺道还带回了两箱东北黑蜂，他
边在家乡一家工厂上班边养蜂。

1 箱蜜蜂一年能取蜜 40~50 斤，
每斤蜂蜜能卖 80~100 元，而这还不
算厉害的，叶树最骄傲的是他的育
王技术。去年，他将自己培育出的
蜂王寄给蜂友们，请他们帮忙试验
品质，反响很好。今年，他加入的
50 多个养蜂微信群里，不断有人找
他预订蜂王。

蜜蜂如何邮寄？面对记者的疑
问，叶树拿出了一个方形的透明塑

料盒子，“这叫‘邮王笼’，边上的两
个小格子，一个里面放蜂蜜和冰糖
揉捏成的面糖，另一个里面放水，剩
下的大格子里放上蜂王和十几只小
蜜蜂，有吃的有喝的，蜜蜂能在里面
活15天左右。”

叶树说，一只蜂王能卖200元，今
年他已经卖出近1000只蜂王、2000多
只雏王（20元/只），客户几乎遍布全国。

“去年挣了几万元，今年预计
能挣十来万元。”养蜂让叶树走上了
致富路。曾是贫困户的他，在自己
找到致富门路后，还不忘帮村里的
困难乡邻过上好日子。除了免费当

“养蜂导师”，他还以最低价格为大
家提供蜂群。

“去年，叶树免费送给了我几箱

蜜蜂，让我积累养蜂经验。今年我又
从他那拿了10多箱蜜蜂，现在已分箱
至 20 箱。他每隔 10 天就会来看一
次，给我提供技术指导，养蜂中不论
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找他。”
贫困户杨黎明说起叶树对他家的帮
助，充满感激。

叶树今年发展的300箱蜜蜂，有
200余箱都是周边的贫困户和农户在
养着。为进一步扩大养蜂规模，今年
他和周边的4户养蜂大户（其中有3
户贫困户）成立了养蜂合作社，规模
化养殖，统一管理，统一销售，按股份
分红。他希望能把这件事做好，做成
村里的致富产业。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潘月琴 唐玉姣

养蜂“土专家”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你们又来看望了，快到屋里
坐。”8月25日上午，看到县妇联负责
人一行上门慰问，正在家里打扫卫
生的江富贵连忙放下扫把，热情地
招呼大家进屋。她家屋内的陈设简
单，但收拾得干净整洁。质朴、热
情、乐观、勤劳，是现年68岁的江富
贵给人的第一印象。

儿子突患重症

江富贵是怀宁县秀山乡西涧村
村民，儿子、儿媳曾在外地做生意，她
平时在家做些农活、照顾孙子，生活
谈不上富足，但也简单快乐。但在两
年前，因儿子杨善照突发重病，这个
家庭一度陷入困境。

2018 年 5 月，35 岁的杨善照在
杭州做服装生意，突然出现高烧、
吃不下饭等症状，后被诊断为慢性
肾功能衰竭。突如其来的疾病对
这个家庭犹如晴天霹雳，而此时杨
善照的妻子正怀着二宝。江富贵
强忍着泪水，安慰儿媳说：“只要妈
妈在，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把善照
的病治好。”

住院后，杨善照做了三个月的
透析保守治疗，江富贵一直在旁陪
护，她千方百计地给儿子做好吃
的，补充营养。而为了节省费用，
她自己经常啃馒头吃咸菜。三个
月的住院治疗后，主治医生告诉江
富贵，能救孩子的唯一办法就是换
肾，但要有肾源才行。

母亲捐肾救子

听闻换肾能救儿子的命，江富
贵彻夜难眠，她思来想去，决定自
己捐肾救子。“儿子需要的肾我可
不可以给？”江富贵问主治医生。

“老人家你要想好了，亲人的配型
几率相对来说较大，但是不敢保证
百分之百成功。”听到医生这么说，
江富贵更加坚决：“只要有一丝希
望，我都要救我的儿子。”杨善照是
个孝子，他无法接受年过六旬的母
亲为自己捐肾，后经母亲反复请
求，杨善照才勉强答应。

为了救治儿子，江富贵向亲朋好
友东挪西借了近20万元。随后，医

院给母子二人做各方面检查配型，经
过化验、配型及全面检查等术前准
备，江富贵终于等到院方通知，她和
儿子的受体配型成功，可以做换肾手
术。2018年9月，肾移植手术成功实
施，江富贵将自己的一只肾脏捐献给
了儿子，同时也给了儿子第二次生
命。同年12月底，杨善照出院了。

合力脱贫致富

2018 年，江富贵家被评为贫困
户，享受到了国家扶贫政策，并被纳
入B类低保。目前，一家五口人每人
每月有442元低保金，同时还享受了
自主发展养鱼奖补、蓝莓入股分红、
教育资助等扶贫政策。县、乡、村干

部也经常上门慰问，帮助她家解决
实际问题。

“ 得 益 于 国 家 扶 贫 政 策 和 众
多好心人帮助，我们家的日子一
天比一天好起来。现在虽然不愁
吃 、不 愁 穿 ，但 我 们 要 靠 自 己 的
双 手 勤 劳 致 富 。”杨 善 照 说 。 如
今 ，他 的 身 体 慢 慢 好 起 来 了 ，母
亲在做过捐肾手术后身体也恢复
得 不 错 ，今 年 初 ，家 里 承 包 了 附
近 10 多亩的鱼塘从事养殖，一年
可增加 1 万多元的收入。杨善照
的妻子也在当地一家企业上班，
每 月 有 3000 元 的 收 入 。 家 庭 生
活基本稳定了，今年他家已主动
向村里申请脱贫。

通讯员 檀志扬

六旬母亲捐肾救子 战胜病魔摆脱贫困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高岭乡机
关食堂里，乡政
府工作人员自备
餐具，按自己食
量盛饭装菜。

全媒体记者
常艳 摄

““ 一 粥 一 饭一 粥 一 饭 ，，当 思 来 处当 思 来 处

不易不易；；半丝半缕半丝半缕，，恒念物力恒念物力

维艰维艰。”。”这句古训传递的是这句古训传递的是

对 勤 俭 的 倡 导对 勤 俭 的 倡 导 、、对 奢 靡 的对 奢 靡 的

摒 弃摒 弃 。。 近 日近 日 ，，习 近 平 总 书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对 制 止 餐 饮 浪 费 行 为 作记 对 制 止 餐 饮 浪 费 行 为 作

出 重 要 指 示出 重 要 指 示 ，“，“ 光 盘 行 动光 盘 行 动 ””

再 受 关 注再 受 关 注 ，，而 这 股 节 俭 之而 这 股 节 俭 之

风已从城市吹到乡村风已从城市吹到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