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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优化完善乡村医保经办服务
笔者从省医保局获悉，近日，我省推出

有关医疗保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若干举措，

把做好农村低收入人口和脱贫人口参保工

作作为实现医保助力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

将充分利用医保政策实现基本医保覆盖全

民。其中，农村低收入人口和脱贫人口参保

率稳定在99%以上，并实现重点群体参保动

态全覆盖；统一大病保险对特困人员、低保

对象、返贫致贫人口待遇倾斜政策，起付线

减半，报销比例提高 5个百分点，取消年度

报销限额。

确保农村低收入人口应保尽保。进一步

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和脱贫人口的医保参保

工作，落实分类资助参保缴费政策，对特困人

员给予全额资助，对低保对象、返贫致贫人口、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分别给予80%~90%、70%~

80%、50%的定额资助，确保动态覆盖、应保尽

保。

健全完善医保监测预警机制。建立农村

高额医疗费用负担患者医疗保障精准帮扶机

制，分类健全因病致贫、返贫双预警机制。对

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等支付后个人年度医

疗费用较高的低保边缘家庭成员、防止返贫

监测对象等，参照上年度全省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50%左右设定监测标准；对稳定脱

贫人口、普通参保人员等，参照上年度全省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设定监测标准。县级医保

部门每月5日前，将上月新增达到监测标准

的人员信息及时推送同级民政、乡村振兴部

门，及时预警，提前介入，跟进落实精准帮扶

措施。

优化完善乡村医保经办服务。将符合条

件的村卫生室全部纳入医保定点并提供医保

直接结算服务，方便农村居民就近看病就医、

医保报销。依托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设置

村级医保服务柜台，鼓励支持将医保经办服务

工作向村民组延伸，在村民组设立网格员，方

便群众就近就便享受参保登记、门诊慢特病待

遇申请等高频医保政务服务。

（罗晓宇）

霍邱县高塘镇——

开展森林防灭火工作
筑牢安全防线

清明将至，传统的扫墓祭祀活动高峰也将随之而来，

为切实做好清明期间的森林防灭火工作，六安市霍邱县高

塘镇提前部署，有关村更是积极响应，采取了一系列有力

措施，确保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守护乡

村生态振兴成果。

长山、环山两村作为森林防火的重点区域，在清明前

便已经开始了紧张的防火准备工作。两村在进山祭祀的

主要路口设立了人员值守点，严格管控火源进入林区。值

守人员不仅对进入林区的车辆和人员进行登记和检查，还

向他们发放森林防火宣传单页，普及防火知识，提高大家

的防火意识。

为了实时监控林区动态，长山、环山两村还在关键区

域安装了监控设备，确保能够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火险

隐患。同时，两村还组织人员清理了林缘地带，设置了防

火隔离带，以进一步减轻火灾可能带来的损失。

在灭火方面，长山、环山两村也做足了准备。他们不

仅在山上挖掘了储水池，还成立了专门的灭火小分队，配

备了专业的灭火设备，确保在发生火灾时能够迅速、有效

地进行灭火。

清明期间是森林防火的关键时期，长山、环山两村作

为重点区域，必须采取更加严格和有效的措施，确保森林

防火工作落到实处。同时，两村呼吁广大村民在清明祭祀

时，选择文明、安全的方式，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

随着森林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利用，将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

更多机遇和条件，促进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

（张浩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霍邱县白莲乡——

展开和美乡村新画卷
漫步在霍邱县白莲乡珍珠村，干净整洁的农村院落、生

机盎然的庭院如画般映入眼帘。近年来，珍珠村聚焦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实现了和美乡村的

华丽蝶变，绘就了“科学规划布局美、村容整洁环境美、乡风

文明身心美、产业兴旺生活美”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近年来，珍珠村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以小改造构建村景大画面，

村容村貌得到新的改变。”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庞瑞超

说，珍珠村对昔日的村庄道路重新修补硬化，并构建新的

污水管网，同时，组织人员对路边杂草和房前屋后垃圾进

行清除，在腾出的空地上，建起了小菜园、小果园和小凉

亭，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同时，通过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积极引导，潜移默化

地改变村民的生活习惯，从根本上激活乡风文明内动力。

积极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作用，不定期开展送戏下乡、

文化宣传等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和移风易俗宣传活

动。同时，常态化开展“文明户”“最美庭院”评选活动，激

发了家家比卫生、户户争文明的积极性。紧扣乡风文明治

理这条主线，加强基础文化设施建设，深化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村里“振风超市”、图书室等一应俱全。通过

持续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提振了村民的精

气神，塑造了乡风文明新气象，为乡村振兴凝心铸魂。

（张玉平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充分利用传统资源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文

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文

化振兴要立足乡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

利用，充分挖掘其内涵与价值，提升品

质与水平，构建新时代乡土文化、繁荣

乡村文化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文

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涵养文明乡风可以为乡

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有效

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精神层面的需要，

增强农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建

设文明乡风，要大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要在传

承优秀传统乡土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发

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围绕农民的精

神文化层面需求提供产品和服务，组织

广大农民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提升农民

文化素质和乡风文明程度。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对治理

高额彩礼、移风易俗提出工作要求，从

中央到地方，各类文件相继出炉。从实

际效果看，抵制高额彩礼和倡导文明简

约婚嫁正深入人心，成为众多青年男女

的自发选择。此外，各地积极宣传乡贤

文化，组织群众性文化活动，深入开展

文明村镇、文明家庭创建工作，实施建

设村史馆、编辑整理村史村志等乡村文

化记忆工程，厚植乡村文明根脉，让农

民群众守得住“根”，留得住乡愁，看得

见远方。

散落在广袤乡土大地的文化资源，

是朴素而富有精神力量的文化因子。

分布在广大乡村的古树、古桥、古村落、

古建筑等，记录了乡村历史、信仰、习俗

和生活方式，蕴含丰富历史信息和文化

内涵，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和维系乡

村社会深层情感的集体记忆。乡村文

化要振兴，必须立足乡土文化资源的保

护与传承，充分挖掘其内涵与价值，提

升其品质和水平。以传统村落为例，目

前全国已有8155个传统村落列入国家

级保护名录，保护了53.9万栋历史建筑

和传统民居，传承发展了 4789 项省级

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了世界上规

模最大、内容和价值最丰富、保护最完

整、活态传承的农耕文明遗产保护群。

近年来，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持续推动乡村文化保护利用工作，着

力支持“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

范”“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等项

目，取得积极成效。从实地调研情况

看，地方政府切实运用财政支持资金，

不仅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取得了

较好的社会效益，还在保护建设中带动

了文旅业态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带动

农民脱贫致富，乡村文化振兴事业也在

潜移默化中取得实效。

乡村文化振兴是内涵丰富、任务艰

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有战略重点，不能

眉毛胡子一把抓。要以乡村文化资源

为根基，以保护利用乡村文化资源为总

抓手，传承借鉴数千年乡土文化的精

华，滋养孕育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时代乡

土文化。要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在保护的基础上利用、在利用中保护，

使其“活起来”“火起来”。要注重利用

乡村文化产业这一重要载体，统筹新型

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业、旅

游、教育等产业融合发展，创造性推动

多元化乡村文化业态发展，将乡土文化

转化为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元素，如

农耕体验、民俗文化、乡村文旅、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等，不断提高乡村文化产

业的附加值。

繁荣发展乡村文化产业，要充分运

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

技手段，加强乡村文化数字化建设，打

造新型乡村文化产业平台，有效整合各

类乡土文化资源，逐步拓展乡村文化产

业链。要在顶层设计上建立健全乡村

文化人才的培养、引进、激励和保障机

制，支持培训培育新农人，支持外地乡贤

回馈家乡和本土青年学子返乡就业创

业，培养能够统筹当地人力资源和文化

资源的乡村文化领军人物。 （申学锋）

农业科技服务 赋能乡村振兴

3月12日，濉溪县双堆集镇农技指导员走进祝庙村田间，指导农民群众开展春季麦田管理。 范胜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