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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市卫健委获悉，我市印
发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多项生育支
持政策措施，在租购住房、优生优
育服务、普惠托育服务等方面予以
相应保障，确保积极生育支持政策
落地实施。

（《安庆晚报》11月23日）
对于我市想生“二胎”、养“三

宝”的市民来说，又一拔政策“红
利”来袭。近日印发的优化生育政
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
案明确，将在入托、入园、住房、医
疗、养老等各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推动更多人“想生敢生”。

“生娃不易，养娃更难”，相信
这是不少年轻夫妇共同的切身感
受。许多年轻夫妇虽“想生”“愿
生”，但生育成本、育儿成本等居高
不下，直接导致许多人“惜生”。只
有不断释放政策“红利”，加速构建
生育友好型社会，消除年轻人生育

的压力和对生育的担忧，全面降低
家庭养育负担，才能有效提升全社
会生育意愿。

我市此次出台的优化生育政
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
案，正是从目前人口生育上的堵
点难点入手，有针对性地打造生
育友好型社会的底盘。对照已经
颁发的实施方案，必须把好事办
好、实事做实。一方面，要持续
做大支持生育的政策“蛋糕”，让
增加产假、税收优惠、生育补
贴、职场平等、就学保障、住房
福利等利好政策“密集齐射”，切
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
担。另一方面，不折不扣地兑现
各项生育政策“红利”，通过广泛
宣传，让各项政策“红利”家喻
户晓；优化服务，让各项生育奖
励政策真正落地落实；简化手
续，让生育奖励现金一拨到位
……只有让所有生育家庭共享

“改革红利”，才能推动更多人
“想生敢生”。

需要指出的是，释放政策“红
利”鼓励生育无可非议，但鼓励生
育也要有度，不能逾越了公平底
线，以牺牲其他孩子的权利为代
价。作为各级政府，应该多一些针
对所有生育家庭的普惠政策，而不
能“独宠三孩”，甚至对“三孩”赋予

“特权”。
优化生育政策，一头连着家庭

幸福，一头连着国家发展，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在具体落地的过程
中，必须夯实每一个环节，让每一
个制度安排都熨帖人心，最大程度
释放出优化生育政策的积极意义，
如此，才能让人们愿意生、敢于生、
乐于生，生得起、养得起、养得好。

释放“红利”，让更多人愿生敢生
艾才国

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近日，
我市结合工作实际，及时修订《安庆
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进
一步细化了低保对象的认定条件、工
作程序和规范管理等要求，适度放宽
申请救助对象的户籍状况、家庭收
入、家庭财产和家庭支出等条件。这
意味着，更多困难群众将感受到低保
政策的“温暖”。

（《安庆晚报》11月27日）
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扮演着兜底保障的重要
角色。由于各地区、各群体之间的差
异性，以及生活成本的不断上升，一
些特殊困难家庭在申请低保时面临较
高的准入门槛，导致无法获得救助。
对社会救助的兜底保障进行进一步的
调整和优化，将使更多真正需要帮助
的家庭获得救助，保障特殊困难家庭
的基本生活，让更多人享受社会发展
的成果。

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政策的制定
和实施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还需
要更多的努力和配套措施来确保政策
的顺利执行和取得可持续的效果。

对此，需建立健全监督和评估机
制。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需要不断监
测和评估其效果，及时发现问题并采
取纠正措施。只有通过科学的数据分
析和监督机制，才能保证政策的有效
性和公平性。

其次，需加强宣传和教育工作。
特别是对于那些符合条件但尚未申请
救助的家庭，需要通过广泛的宣传和
教育，让他们了解到政府的政策以及
如何申请救助，这将有助于政策更广
泛落地。

再次，要加大财政支持。政策的
实施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只有确保
足够的资金投入，才能保证政策的有
效执行。因此，政府需要确保社会救
助经费的充足，不断增加对弱势群体
的投入。

此外，还需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
救助体系。社会救助不仅仅是一次性
的救济，更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兜底保
障体系。政府需要不断完善社会救助
的政策体系，建立健全制度和机制，
确保社会救助的可持续性。

安庆低保申请条件放宽了，这一
政策的发布是一项积极的举措，有助
于改善特殊困难家庭的生活状况，促
进社会的公平和稳定。然而，政策的
实施还需要众多相关部门的共同努
力，以及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才能
够取得最终的成功。我们期待这一政
策的实施能够为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
带来温暖和希望，让每一个符合低保
救助的对象都能应保尽保。

放宽申请条件

社会救助更有“温度”
孙维国

岳西县石关乡东冲村卫生室
负责人王传高，受家人影响，15岁
时就在村里做赤脚医生，20岁进
入岳西卫校系统学习两年，毕业后
又回到村里继续行医。他从小立
志做一名为群众解除疾苦的好医
生，这一干就是50多年。

（《安庆晚报》11月24日）
对我们来讲，乡村医生熟悉又

陌生、平凡又伟大。在乡村振兴的
第一线，像王传高一样的乡村医生
还有许许多多，他们大力弘扬“敬
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
无疆”的精神，以守护人民健康为
己任，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为目
标，用爱与责任护佑千家万户的幸
福与平安，让老百姓“小病不出村”
有了厚重的“医”靠。“医术高、医风
正、医德好”，是许多患者对乡村医
生的共同评价。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
壮大医疗卫生队伍，把工作重点放

在农村和社区。”可见，乡村医生队
伍更稳定、更可持续，乡村振兴的
健康基石才能更牢固。这几年，安
庆从招引调剂、收入待遇、养老保
障、从医环境等方面入手，持续打
好村医队伍建设的组合拳，形成了
许多好做法、好经验。

当前，破解专业人才缺乏、
年龄结构偏大甚至后继无人等问
题，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
面要加大招聘引进力度，通过医
共体建设双向交流、医学专科学
校定向培养、“乡聘村用”等途
径，积极招引一批紧缺型专业人
才，建立上下贯通的职业发展机
制，激励各类人才流向乡村、扎
根一线、建功立业。另一方面要
加大培训培养力度，采取定向培
养、临床进修、集中培训等方
式，不断提升乡村医生的诊疗能
力和业务水平，干一行、钻一
行、爱一行，持续满足老百姓日

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
“改善基层基础设施条件，落

实乡村医生待遇，提高基层防病治
病和健康管理能力。”诚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让乡村医生
有更多职业的体面、荣誉和上升空
间，既要提高薪酬待遇，也要完善
社会保障机制，还要在技能提升、
职称评定、职务晋升、评先评优等
方面予以倾斜……所有这些，既有
赖于政府加大公共卫生投入，也需
要政策研发提升职业荣誉感。惟
如此，才能让更多优秀人才愿意献
身村医事业、扎根村医岗位，在乡
村一线留得住、干得好。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稳定乡村医生队伍，还应不断
改善执业环境。由此而言，要软硬
兼施，不断完善村卫生站、健康小
屋的设施设备，提升标准化、规范
化、智能化水平，这理当成为医改
持续发力的重要内容。

提高村医待遇保障 群众健康更有“医”靠
徐剑锋

据 11 月
27 日人民日
报报道，近段
时间，人民日
报收到多位读
者来信、网友
留言，反映电

信网络诈骗花样翻新，披上“新马
甲”。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此类骗
局多与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有关。
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个人信息泄
露问题，提升公众法治意识，从源
头上切断电信网络诈骗“黑色产业
链”。（作者：王成喜）

诈骗新花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