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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

三门县浦坝港镇

山场村党支部书记

柯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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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本报持续邀约了多位省人大代表，陆续为大家解读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十方面民生实事，通过他们

的解读，为我们带来了更加多元化的思考和建议。

养老、助残和除险安居等民生实事，人大代表如何解读——

送药上门、建避灾场所
这几笔写得多温暖

省人大代表

绍兴市中心医院院

长、党委书记

马高祥

省人大代表

宁波市中医院主任

中医师

卓立甬

本报记者 詹程开 华炜 孙燕 施雯 文/摄

【将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等 12 种群

众常见慢性病纳入城乡居民门诊规定病种

范围，允许城乡居民在药店刷卡购买规定

病种药品，全面推进医保慢性病药品第三

方配送服务。加强出生缺陷防治工作，对

2 万 余 例 筛 查 可 疑 患 儿 开 展 心 脏 超 声 检

查。设立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点 300

个。】

柯丽丽所在的山场村，靠山不靠海，离县

城 67 公里，开车进城要 1 个小时，属于当地

最偏的村庄。村里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

人看个感冒发烧，配药还算方便。如果是高

血压、糖尿病人配药就比较折腾了。

“现在，我们镇上卫生院每年都组织好几

次送医下乡，一般就是帮老人免费量量血压

什么的，其它看病配药还是得老人或子女、亲

友跑腿去医院。”柯丽丽说，如果除了送医下

乡，还能送药下乡，有第三方配送，甚至设立

便民服务点的话，对村里的老年人来说，真是

方便了很多！

送药下乡，替留守老人道声谢

【加强助残服务能力建设，建设 1000 家

规范化乡镇、社区残疾人庇护中心，为2万名

重度残疾人提供庇护服务。】

杭州朱女士工作挺忙的，她的哥哥身体

残疾，常年需要有人照顾，而眼看着父母年纪

大了，她一直在为哥哥的照料问题发愁，“看

到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要建庇护中心，这可

太好了，如果家附近能够建起正规的残疾人

庇护中心，就可以把哥哥送到那里，我们也会

更加放心。”

看到加强助残服务能力建设，被写入今

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十方面民生实事，卓立甬

觉得，对于残疾人朋友来说，这是非常迫切的

一个需求，“残疾人本身处于社会的弱势群

体，建设残疾人庇护中心，为残疾人提供庇护

服务，我认为是十分必要的，不但可以让残疾

人得到社会的关爱，也可以提升他们的自信

心。”

在他看来，建设规范化乡镇、社区残疾人

庇护中心，可以给残疾人朋友带去更多的便

利，“残疾人的康复更多还是需要在家门口完

成。另外要加大专业人才的培育，在政策上

可以给予一定的倾斜，鼓励更多的人投身到

服务残疾人的工作中。”

最后，他建议有更多的爱心企业提供简

单的生产任务给残疾人庇护中心，既锻炼残

疾人朋友的动手能力，有助于康复，还可以通

过劳动换取一定的收入。

建设残疾人庇护中心，给予关爱提升信心

【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能力，建成 350 个

乡镇（街道）示范型居家养老中心。】

“居家养老服务能力的不足，已成为当下

社会一大难题。”省人大代表，绍兴市中心医

院院长、党委书记马高祥表示，目前对于居家

养老服务，大部分人关注的点还在于乡镇（街

道）的居家养老中心硬件条件如何，但对于软

件，特别是养老护理人员的水平，可能重视不

够。而养老护理人员目前水平较低的现状，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居家养老服务的水准。

以绍兴地区为例，在前期走访调研中，马

高祥发现目前乡镇（街道）居家养老中心的护

理人员年龄普遍在40岁以上，受教育程度偏

低，有过医疗知识培训背景的就更少了。

“对于目前的养老护理人员，我觉得通过

开展集中培训，是可以提高这部分人员的护

理水平的。”马高祥建议，由人社局适时开班

组织针对养老护理人员的集中培训，向通过

培训的人员发放上岗证，同时可以对护理人

员的水准进行评级，并使其收入与之同步匹

配，“同时迫切需要提高这一职业的获得感和

荣誉感，吸引更多有专业背景、更年轻的人加

入护理人员的队伍。”

马高祥建议省政府牵头，由民政厅、财

政厅、教育厅、人社厅等部门协同推进，通

过与院校合作、定向委培、提升待遇等方

式，让养老护理队伍走向职业化、专业化、

年轻化。

提升居家养老，不能只盯牢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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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

壹加壹救援创始人

浙江省爱心事业基

金会执行秘书长

张炳钩

【全面完成"除险安居"三年行动各项任

务，基本消除威胁30人以上的重大地质灾害

隐患点，核销地质灾害隐患点 500 处。建设

3000 个规范化避灾安置场所，完成 500 个

老旧小区消防设施增配改造，培育 100 支社

会化救援队伍。】

每年 6 月至 9 月，是我省地质灾害频发

期，碰上梅雨季、台风天，长时间的绵绵细雨

或短时间的大暴雨，容易诱发小流域山洪、泥

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这段时间，也

是张炳钩和他的小伙伴们最忙的时段。

在张炳钩所在的温州苍南，洪涝、台风频

发。更好地帮助老百姓救灾抢险，守护他们

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便成为了张炳钩创建壹

加壹救援队伍的初衷。

每年夏季只要预报苍南可能有台风登

陆，壹加壹救援队的小伙伴们包括出租车司

机就会停下手上的工作，出发帮忙转移人

员。“目前，我们县在养老院、村委会、学校、礼

堂已经建有标准化的避灾安置场所205个。”

张炳钩介绍，长期与这些灾害抗争，当地百姓

也具备了一定的抗灾抢险经验，知道哪里可

能有地质灾害隐患，会及时报告。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接下来要核销

500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这一点说明了政府

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高度重视，让我们觉

得很暖心。”而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到要培育

100 支社会化救援队伍，这也让他倍感振

奋。张炳钩说，这必定能进一步提升社会化

救援的专业化程度，对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大

有裨益。

将除险安居写进报告，多么温暖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