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下旬的一天，河北省石家庄市
井陉县南寺掌村农民张宝贵利用周末时
间来到寄宿制学校看望上学的儿子，他
已在当地山区教育扶贫学校测鱼小学读
书两年了。

张宝贵家住在太行山深处，只有两
亩薄田，一年到头收入不过千把块钱，
勉强填饱肚子。“孩子念书也没啥指望
了，就准备让他辍学在家务农，听说特
困学生可以免除所有吃住费用，到县城
读书，我们开始不敢相信是真的！”

但是说起孩子这几年在测鱼小学的
读书经历，张宝贵就乐得合不拢嘴，

“学校漂亮，老师多，有美术音乐课，
还能学英语。孩子在学校吃得好，比在
家胖了，在这么好的学校上学，俺们心
里踏实。”

创新扶贫思路

石家庄分布在太行山区有 6 个县，
其中深山区集中连片的 45 个乡镇有 60
多万人口，生存条件非常艰苦，年人均
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贫困村就有820多
个，孩子上学，单程都要二三个小时。

“长期贫困的原因主要在于受教育
程度低，缺乏脱贫致富的本领，没有能
力和勇气下山打工和创业，不敢走出祖
辈居住的大山。”石家庄市委书记孙瑞
彬说。虽然这些年来，政府想尽办法对
山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扶贫，但恶劣的
生存环境、频发的地质灾害，以及当地
人保守的思想观念，使得贫穷依旧。以
往的扶贫方式治标难治本，经过反思，
市委、市政府认识到，必须让山区的孩
子接受良好的教育，逐步引导山区百姓
走出大山，到城里安家置业，走上脱贫
致富的路子。“让山区孩子到城里上

学，让他们通过掌握知识和技能，实现
就业，孩子进了城，带动家长也进城，
这样就能逐步引领山区贫困人口走出深
山。”孙瑞彬说。

把山区教育扶贫工程作为“十大民
生幸福工程”和“为民办的 20 件实事
之一”，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全力推动
工程实施：通过多方筹措，共投入 7.37
亿元兴建新校址。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补助从去年开始全覆盖，补助标准也
相应增加，每个小学生每人每天补助 8
元，初中生每人每天补助 10元。

2014 年深山区项目初中毕业生为
396 人，升入市属高中的有 11 人；今年
1648 人，升入市属高中的人数将达到
80 人。孩子们的整体素质在提高，市
委、市政府也不遗余力鼓励孩子们向更
高水平迈进。按照每人每年补助 5000
元的标准，市县财政将拨款 45.5 万元对
这 91名学生进行补助。

梦想成为现实

蓝天白云下，赞皇县二中校园内植
被茂盛，教学楼、宿舍楼、实验楼、餐
厅、综合楼一应俱全，砖红色的外墙，
宽敞明亮的窗户，400 米塑胶跑道的标
准操场，一切显得生机勃勃。教室内桌
椅整齐黑板宽大，班班通多媒体，实验
楼各类实验器具、仪器齐备，计算机教
室、音乐室、放映室、美术室应有尽
有。1 万册书籍的图书阅览室满足了
3000多名师生的日常阅读需求。

这是全县标准最高、规模最大的一
所全封闭寄宿制中学，15岁的小姑娘胡
志丛走出大山后就在这所中学就读。

从胡志丛家到赞皇县城要走十几公
里的山路。胡志丛全家 5 口人就靠 3 分

山地生活。村里的父兄乡亲们命运几乎
惊人地一致，要么“漂”在城市，要么
留在深山放牛放羊。

“这里老师多、教得好、住也好。”
开阔的视野良好的学习环境让她迸发出
从未有过的想法：“我想读大学，毕业
后找个好工作，把爸爸妈妈接到城里
去，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这个看似遥远的梦想，在山区教育
扶贫工程的支持下，有了实现的可能。

2014 年，赞皇二中、元氏七中、
灵寿二中 3 所初中项目学校共有 396 名
山区初中毕业生参加中考，其中 213 名
山区学生升入普通高中就读，183 名学
生升入职业高中就读。

“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
膀；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
⋯⋯”在平山县岗南镇中石殿小学教室
里，11 岁的史梦迪轻轻地唱着歌，稚嫩
的脸上充满了快乐与希望。

史梦迪是从她所在村的小学转入中
石殿小学就读的。在这里，这个从小就
喜欢唱歌的女孩子第一次接触到音乐
课。当老师在课上为他们弹起一首首欢
快的歌曲时，史梦迪陶醉了。

“第一次听老师弹琴唱歌，都惊呆
了，那么多好听的歌，我都想学会。”
她说：“我要在这里好好学习，长大了
当一名歌手，让所有的人听到我的歌
声。”

教育脱贫拔根

教育好一个贫困孩子，可以彻底挖
掉一个家庭的穷根。

孩子走出山区后，上学没有经济负
担，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习环境又好，
越来越多的山区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出来

读书，改变过去“孩子大了不读书早挣
钱”的观念。

山区教育扶贫工程的实施，使小学
生可以集中到交通比较发达的村庄或乡
镇，初中生集中到县城，实行寄宿制，
且困难家庭的孩子全免费。考不上大学
上职业学校，学一门技术，如果将来在
城里找一份工作，安家置业，再把家人
接出来，也就彻底脱贫了，即使不在城
市就业，掌握了现代农业科技，再回农
村，也能带动周边群众致富。

由于孩子们读书有人管吃饭有人管
功课，而且还不用花钱，越来越多的深
山区农民开始外出打工致富。

灵寿县八一希望小学 4 年级学生孙
恬家住山区里，生活拮据，自从孙恬到
项目学校上学后，他的父母走出了大
山，参加了县里为学生家长办的免费职
业培训。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孙恬的父
亲孙志军已在县城干起了室内装修。

“原来住在山上，每年靠在坡岭地上种
土豆、玉米等为生，1 年下来挣不了多
少钱。现在每个月能挣到 4000 多块。”
孙恬家里现在已经有了平板彩电、冰
箱，还打算在县城买房子。

好政策接二连三，好消息接踵而
来。今年 5 月，石家庄市开始实施深山
区开展山区教育扶贫工程项目小学对口
直升项目初中，保障山区 45 个乡镇的
所有小学毕业生能够全部升入寄宿制项
目初中。

截至目前，石家庄全市已基本实现
了山区小学生以学区为中心就近集中、
初中生向县城集中、高中生按报考志愿
在全市范围内统筹安排的目标。在孩子
们的带动下，6000 多个山区家庭也走
出了深山，而随着这项工程的深入，将
有更多的山里孩子及家庭进入城镇，他
们的生活将迎来新的变化。

莘 莘 学 子 出 深 山
——河北省石家庄市山区教育扶贫工程实施四年扫描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李 征 李云萍

为了让孩子们走出大山

接受更好的教育，让深山百

姓生活状况有所改观，石家

庄市从 2011 年起开始推行山

区教育扶贫工程。这是一个

涉 及 6 个 山 区 县 45 个 乡 镇 ，

覆 盖 60 万 人 的 重 大 民 生 工

程，实施 4 年来，已有 41132

名学生告别深山进入 56 所项

目学校寄宿就读，6200 名家

长随之走出大山在县城或者

县城外务工经商。

“刚退休待在家那阵子，我常感到腰
酸腿痛，加入艺术团后每天忙忙碌碌
的，反而精神头儿十足。”记者日前在深
圳市福田区老年大学艺术团见到了身材
苗条、精神饱满的曾群阿姨，她笑称

“在老年大学艺术团找到了组织”。
在福田区文化馆，曾群阿姨和 20 多

名平均年龄超过 56 岁的时尚大妈，身穿
漂亮的紧身舞蹈服，向记者展示了她们
排演的民族舞 《欢天喜地》。这支舞蹈在
去年底的深圳市笔架山公园文化节上曾
作开场表演。而这样的表演活动，福田
区老年大学艺术团已经演出多场。

福田区老年大学艺术团团长胡桢告
诉记者，艺术团成立十多年来，主要就

是面向深圳各社区公开招纳和培养优秀
的老年艺术人才，使他们成为艺术领军
骨干，以点带面，服务和提高深圳市各
社区老年人的文化生活。依托深圳各类
表演平台和丰富的活动载体，艺术团推
出了民舞、国标、声乐合唱团等 5 个团
队，社团成员来自深圳市各个街道和社
区，平均年龄 55 岁。艺术团的培训和演
出都是纯公益性质，目的就是让社区老
人“乐在学中、乐在动中、寿在其中”。

“我们团一位骨干成员，在他生活
的社区有 70 多人的老年粉丝团，他们经
常结伴一起锻炼，一起活动。一人带
头 ， 70 多 位 老 人 的 生 活 变 得 更 加 充
实。”胡桢称，组织艺术团开展活动，
使老人开心、健康，也使他们的家庭变
得更加和谐。胡桢感慨地说，现在年轻
人社会压力比较大，老人健康、家庭和
谐就是对子女最好的支持。曾群阿姨也
认同这一观点，她说，她的外孙今年已
经 7 岁，在帮女儿带小孩的同时，她每
周三、周五抽时间参加艺术团排练活
动，丰富自己的生活。

作 为 艺 术 团 的 带 头 人 ， 胡 桢 也 是
“文化养老”的典型。她曾是深圳市一
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2008 年退休后加
入艺术团，后因管理经验丰富，被推选
为艺术团团长。“老伴儿过世后，我一
直自己生活，没跟孩子住在一起。我很
享受在艺术团忙碌的生活，很充实。”
胡桢对记者说。

胡桢将艺术团的生活总结为“累并
快乐着”。据她介绍，艺术团每年都参加
多种公益演出，包括为劳教所、老年日
间照料中心及在深圳打拼的民工团体进
行慰问演出。不仅服务深圳，她们还走
出深圳，参加全国老年文化活动，并赢
得专业人士的充分肯定。如在去年 5 月
举行的第四届中国老年文化艺术节上，
艺术团舞蹈队就获得 2014 全国舞蹈大赛
银奖，在中国合唱协会组织的“共筑中
国梦，唱响文明城”2014 中国城市合唱
节比赛中，艺术团合唱团获得二等奖。

胡桢表示，艺术团不断发展壮大，
这得益于政府对老年人文化生活的重
视。记者了解到，为了给社区老人提供

多元文化服务，深圳市开展了“幸福老
人计划”，2014 年仅福彩公益金就安排
2700 万元用于实施“幸福老人计划”，
引导扶持资助基层老年协会、老年社会
组织发展，有效丰富社区老年人的精神
文化生活。深圳市老年人文化队伍除了
唱歌、跳舞等文艺团体，还有书法、绘
画、摄影、武术等团体。仅福田一个区
就有 10 个街道老年协会和 94个社区老年
人协会及多个老年艺术团。2014 年全国

“敬老月”期间，这些团队策划开展文体
交流活动、才艺展演、展览活动近百场。

“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养
老问题越来越引起关注，特别是一些独
居老人，他们长期自己生活，子女不在
身边，时常产生孤独落寞之感，精神空
巢现象比较严重。”家住福田区莲花街
道的唐晋大伯告诉记者，“福田区开办
了很多免费的培训班和兴趣班，组建了
各种文化队，时常举办文艺活动和讲
座，让越来越多的社区老人走出了家
门，进入了新的文化集体，感受到了家
的温暖。”

深 圳 : 文 化 养 老 幸 福 生 活
本报记者 杨阳腾

7 月 25 日，在三峡库区湖北省秭归县茅坪镇，中

国地质大学 （武汉） 的大学生在测量水样的 PH 值。

近日，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组织大学生来到三峡库

区湖北秭归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暑期野外实习活动。学

生们在长江三峡沿江两岸研究地质构造、监测水样水

质、开展科研活动。

王辉富摄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何 伟报道：海南经过 1 年多改革试
点，将全面实施乡镇级医院住院“限费医疗”改革，参合
农民只要交 100 多元，其余在乡镇医院住院治疗的费
用可全部报销。

海南省卫计委与海南省农村合作医疗协调小组办
公室联合下发《关于在全省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乡
镇级医院住院“限费医疗”改革的通知》，在乡镇级医院
住院推行“限费医疗”的付费模式，在全面实行基本药
物制度的条件下，参合农民在县域内的乡镇级医院住
院，缴纳规定的起付线后，其基本医疗费用予以全额报
销，即起付线外全报销的免费模式。

2013 年 9 月，海南分别在琼海、万宁、昌江和陵水
4 市县试点新农合乡镇级医院住院“限费医疗”改革，
并对实施“限费医疗”改革的定点医疗机构实行住院医
疗费用总额控制、限额补偿、超额自负。根据乡镇卫生
院规模和能力情况，各地起付线从 150 元到 180 元不
等，限额补偿标准从 1450元到 2400元不等。

从统计结果看，患者回流基层医院明显，琼海、昌
江 两 地 乡 镇 级 医 院 住 院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41.92% 和
30.03%；参合农民次均住院费用明显下降。

海南各市县将于今年 9 月 1 日前全部启动乡镇级
医院住院“限费医疗”改革，即将实施此项改革的各市
县要通过新农合信息平台，对近 4 年全县各级医院住
院人数、住院流向和医药费用支出情况进行测算分析，
综合考虑乡镇级医院实行“限费医疗”后全县住院人
次、费用增长可能发生的变化。并在新农合基金安全
的基础上，科学合理确定乡镇级医院就医“限费医疗”
的补偿模式和标准，避免因住院政策调整导致门诊病
人挂床、门诊转住院人数猛增情况的发生。

海南推行乡镇医院“限费医疗”
参合农民起付线外费用全部报销

◀ 山区教

育扶贫工程让山

里娃像城里孩子

一样享受到了优

质的教育资源。

▼ 许多新来到赞

皇县院头乡联办小学的

山 里 娃 第 一 次 用 上 了

电脑。

▲ 赞皇县的山里娃在干净整洁的食堂

内吃起了香喷喷的饭菜。

张 震摄

大学生暑期野外实习忙

李哥庄镇张家村村民张增礼是小额人身保险的受
益者之一。张增礼老人晚上散步的时候不小心摔倒，
导致头部受伤，在胶州市人民中医医院住院 5 天,花
了 4700多元。结算下来,新农合报销了 3500元左右,
剩下的 1000 多元全部由保险公司理赔。“走路也能
摔伤，这种意外谁能想到。幸好有这个保险，这
1000 多块钱能顶我种一亩地，这十块钱的保险真值
了。”张增礼说。

日前，山东省胶州市召开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工作
动员会，以财政资金补贴一半的方式，为全市 41 万农
民购买小额人身保险，在每人每年 20 元的保费中，农
民仅需缴纳 10元，就能享受最高 2万元的保障。

近年来，农村地区人身意外伤害呈多发趋势，虽
然新农合报销了部分费用，但还有一些差额或无法报
销的部分，特别是一些意外伤害死亡更没有政策性赔
偿，许多家庭很可能因为疾病、意外伤害死亡等再次
致贫。为此，胶州自去年 11 月起在李哥庄镇、里岔
镇、洋河镇 3 个镇开始试点小额人身保险，每个试点
镇选择 10 个村庄，采取财政补贴 10 元保费的方式，
由中国人寿和太平洋保险作为承保机构，推广小额人
身保险业务。凡出生满 28 日以上、身体健康均可参
保小额人身保险，农民自愿入保后，一旦出现意外伤
害，最高可获得 2 万元的理赔金，意外伤害所产生的
治疗费用可报销 2000元，住院补贴标准为 20元/天。

据统计，在 30 个试点村中，共有 2.8 万名农民投
保，投保率接近 100%。截至目前,保险公司共出险
100余次，总共赔付保险金 234358.62元。

小额人身保险主要针对农民，如猫挠狗咬、一氧
化碳中毒、干农活受伤皆可获赔。“只要手续齐全，
1000 元以下案件当天赔付，一般案件 3 个工作日内
结案，特殊案件还可走绿色通道。”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胶州市支公司总经理赵桂敏说。

除为全市参保农民补贴 10 元外，对于全市 2.34
万残疾人和 2300 名困难老人，胶州市财政将全额补
贴，免费为其入保。“小额人身保险定位于新农合之
外，作为补充的一种商业险，财政共花费 400 万元，
为全市农民买了最高 80 亿元的保障。有了保险，不
但降低了社会救助的成本，也让农民生活工作更有保
障。”胶州市金融办发展规划科科长常国选说。

山东胶州农民人身险全覆盖
每年缴纳 10元可享受最高 2万元保障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刘方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