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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宁 6 月
10 日电（记者江时强、
王大千）2016 年以来，
青海省西宁市针对民政
救助“低保捆绑”“悬崖
效应”等问题对贫困边
缘群体进行了精准帮
扶。从“绝对贫困”到“相
对贫困”的转变阶段，一
系列“弱有所扶”的制度
安排和机制建设，在西
宁编织起更大、更密、更
有 温 度 的 社 会 救 助
网络。

“在一起”的希望

午后阳光柔和。43
岁的贾永红走在回家的
路上，一枚橘色蝴蝶结
发夹在马尾辫上轻快跳
跃。从西宁市城中区南
川东路街道水磨村村委
会到蔚蓝小区的公租
房，步行不过 10 分钟。
从 3 月底复工以来的这
两个多月，贾永红按时
上下班，同进入实习期
的 女 儿 每 天 回 家 吃
晚饭。

“和母亲、女儿在一
起，就有希望。”丈夫去
世 10 多年，在工地上做
饭、帮超市送货……贾
永红记不清那些年找过
多少个工作。如今有这
样收入稳定、离家近的
工作还是第一次。“第一
次搬进亮堂的公租房，
第一次在月工资 2000
元的公益岗位工作，第
一次收到女儿用实习补
助买的新发夹，第一次
有能力接母亲来一起
住……这两年我迎接了
好多个幸福的‘第一
次’。”

“公租房租金减免
7 0 % ，女 儿 一 年 有
1 0 0 0 元的学费补助，
每逢年节有补助金，疫
情期间正常拿工资，还
有物价补贴 600 多元，
都按期打到卡上。”贾
永红说，灰暗的日子过
去了。

自从 2016 年被纳
入民政救助帮扶的贫
困边缘群体，贾永红就
有了从“泥泞”中走出
来的勇气和力量。

高原冷凉，6 月的傍晚仍有丝丝
寒意。几十公里外，大通回族土族自治
县桥头镇一栋老楼里，还在术后观察
期的陈忠玺披上外套捡几块煤，把炉
火捅旺，烧上了一壶热水。

“只要能回家，能和家人在一
起……”陈忠玺去年元旦前做了肝癌手
术。术前，因担心费用贵、风险大，他偷偷
在手机里给妻子和女儿写好了遗言。“两
年前纳入民政救助，每月有帮扶金 1500
元，肝硬化治疗有医保，女儿上大学学费
减免，妻子打零工挣一点，日子还能过。
可肝癌一查出来，全家掉进了冰窟窿。”
陈忠玺说。

民政部门的急难型临时救助金和快
速帮扶机制又帮助陈忠玺顺利完成了手
术，再闯一关。水壶上的蒸气迷蒙了眼
睛，50 岁的老陈说话有些哽咽：“出院那
天，我把遗言删掉，把最深的感谢写进

‘备忘录’，永久保存。”
星空邈远，幸福很近。在高原城市西

宁，和贾永红、陈忠玺一样徘徊在“悬崖”
边缘的 3 万多名低收入困难群众，正在
政府“弱有所扶”的有力支撑下，守住“在
一起”的温暖和希望。

海面下的“冰山”

女儿 4 岁时丈夫去世，贾永红靠打
零工和亲戚救济维持生活，一个月最多
赚 700 多元，房租 300 元。她穿亲戚淘汰
的旧衣服，最穷时连给孩子买作业本的
1 元钱都拿不出。

货车司机马建国也曾有同样困
境。2008 年，儿子因早产，智力残疾。
此后，漫漫就医路把全家拖向绝望。妻
子辞职在家看护孩子，他不敢出远差，
收入也一落千丈。“向亲戚借遍了钱，
媳妇卖掉陪嫁首饰，为省煤钱冬天不
敢敞开烧火炉。一次送货路上得知孩
子又发病，我和媳妇在电话两头一起
哭。”马建国说。

百姓生活之难多种多样。而对于一
个城市来说，摸清贫困边缘群体数量、致
贫原因、困难程度，是实施精准救助要破
解的第一道难题。

“他们曾隐藏在救助盲区。”西宁市
民政局局长苏磊红说，过去，低保救助
以家庭为单位，只要有人收入超过低保
标准，家庭就不符合民政救助条件，更
无法享受低保及附加其上的医疗、教
育、住房、就业等帮扶。而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城市贫困人口类型日益多样化，
低保“门里门外”的困难人群在救助政
策上难以有效衔接，容易产生“悬崖效
应”。

记者在西宁市所辖的城东区、城

中区、大通县等走访
1 0 余户低收入家庭，
发现下岗失业人员、在
岗基层特困居民、身患
慢性疾病或有残疾的
低收入居民、进城务工
的低收入者等组成了
城镇化浪潮背后的“冰
山”。他们普遍有“两
怕”：一怕生病看不起，
二怕没钱供孩子上学。

2016 年统计显示，
西宁市城镇低收入人口
有 3 . 1 万人，占总人口
的 2 . 4%。其中，因病、
因学致贫的有 1 . 06 万
人，占 34 . 2%。

精准救助的“实招”

3 年来，西宁市拓
展“边缘”的内涵，应保
尽保，建立“六合一”协
作机制和信息平台，有
效整合民政、就业、房
产、卫生、教育、文广 6
部门相关职能任务，从
精准识别、精准救助、退
出机制、配套政策、资金
保障、部门合作等 6 方
面出“实招”，促救助效
果最大化。

精准是预防“悬崖
效应”的前提。首先明
确认定办法，重点帮扶
人均收入低于低保标
准 150% 的城镇低收入
家庭，并按照低保家庭
救助水平 60% 的标准
给 予 各 项 现 行 政 策
救助。

西宁市民政局社会
救助与区划地名事务科
科长张迎雪说，各区县、
街道摸底排查，以收入、
实际生活状况等为依
据，充分发挥低收入核
查中心、住房档案、医疗
健康档案等信息汇总核
查作用，及时将符合条
件家庭纳入审批范围，
实行动态管理。

健全救助体系实
现“上游干预”。“传统
救助是单纯发救助金、
减免相关费用的‘下游
干预’。随着城市发展，
困难家庭诉求呈现多
样化，住房、医疗、教育
等服务型救助需求不
断增长。”张迎雪说。西
宁发挥基层组织作用，
早干预、早帮扶，将优
惠政策分梯次向不同
困难群体延伸，再整合
部门、多方参与，实现

“弱有众扶、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
所教。”

搭建信息化平台助力“一门受理”。
在西宁市民政综合服务窗口，2017 年开
始运行的新系统对涉及行政审批的公共
服务事项进行整合。相关科室集中办公，
点开居民姓名，政策享受情况一目了然。
尤其是残疾、年迈、独居人口，对一站办
结、一网联办、一条龙服务的获得感
明显。

以首批被纳入救助的马建国一家为
例，这 3 年每年收到 7329 元救助金，去
年冬季取暖补贴了 1000 元，孩子还按照
重度残疾单独纳入低保政策，享受每月
643 元的低保。

刚过完回族传统的开斋节，马建国
家窗明几净，桌上放着糖果、炸馓子。妻
子邓玉兰说，疫情期间，民政部门和社
区的干部多次来家里问情况，新增发放
生活保障金、物价补贴 6800 元。“生活
不愁了，最大愿望就是孩子康复有进
展。”

长效保障的期待

政策“阳光”普照，西宁市 3 年多
来累计发放针对城市边缘贫困群体的
各类救助资金超过 5 亿元，惠及 3 万
人 ，边 缘 低 收 入 困 难 群 体 降 至
1095 人。

补民生短板，暖人心深处。采访中，
边缘困难家庭的孩子们除了说“感谢”，
还常说“努力学习，找工作，尽快把救助
名额让给更需要的人。”

“从无助中看到希望，我不再怨天怨
命。手术成功后，女儿转变也很大，跟同
学交流多了，还应聘了图书馆公益岗
位。”陈忠玺说。

“我们也认识到，社会救助工作不可
能‘毕其功于一役’，边缘困难群体随时
可能再次面临困境，所以‘兜底线、救急
难、保民生、促公平’的力度不能减弱。”
张迎雪说。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司长刘喜堂说，
目前，我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仍不够充
分，很多地区低收入家庭、支出型贫困家
庭还没有纳入救助范围。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社会救助需进一步加大投入，促进
社会参与，提高救助质量，增强兜底
能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弱有所
扶”，进一步拓展了我国民生保障的内
涵。苏磊红说，西宁市委立足实际创新
探索，将这一内涵落到实处，“兜底线、
织密网、建机制”还要创造新成绩，让
党和政府的温暖直抵每一名困难群众
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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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0 日电（记者董瑞
丰）我国 5 个已获批开展临床试验的新
冠病毒疫苗，有望今年 7 月陆续完成二
期临床试验。这在全球进入临床试验阶
段的疫苗中占了“半壁江山”。

立足于多年积累的科研基础，我国
科技界集中优质资源，争分夺秒开展攻
关。在确保安全有效、标准不降的前提
下，最大限度提速疫苗研发，为本国和全
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提供有力支撑。

“当年的坚持派上了用场”

“能够诱导人体快速产生免疫应
答”—— 5 月，国际知名医学期刊《柳叶
刀》刊发陈薇院士团队研发的重组腺病
毒载体疫苗一期临床试验结果。

多国科学家对这一结果作出积极
评价。

这个疫苗自 3 月 16 日获批正式进
入一期临床试验后，4 月 12 日又获批开
展二期临床试验，是全球首个进入二期
临床试验的新冠病毒疫苗。

快速攻关背后，是科研实力提供充
足动能，以及科研人员夜以继日不懈
拼搏。

1 月 26 日，大年初二，陈薇受命率
队紧急赶赴武汉。她所在的军事科学院
军事医学研究院，是我国防疫研究一支
重要战略力量，其科研成果曾获我国医

药卫生领域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特
等奖。

同样是除夕刚过，北京科兴中维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的首支科研团队就进驻
P 3 实验室，启动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研制。

负责人尹卫东曾参与 SARS 疫苗
研发。“当年的坚持派上了用场。”科兴中
维科研团队快速建立了新的病毒种子
库，在中国疾控中心、浙江省疾控中心、
军事医学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
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等单位的大力支
持，疫苗研发不断提速，目前正在开展二
期临床试验。

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5 月底，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
物制品研究所，车间即将全面消毒，准备
进入生产状态。

负压车间、电子控制……专家初步
评估，这个车间建设标准和质量水平满
足生物安全防护要求，预计量产后年产
能可达 1 亿至 1 . 2 亿剂。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的历史可追溯到
100 多年前。其年产疫苗 50 余种，供应
我国 80% 以上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当
前，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研发的两个灭活
疫苗均已进入二期临床试验。

据了解，国药集团中国生物 1 月 19

日即成立了由科技部“863”计划疫苗
项目首席科学家杨晓明挂帅的科研攻
关领导小组，迅速安排了 10 亿元研发
资金，布局 3 个研究院所，在两条技术
路线上开发新冠病毒疫苗。

围绕疫苗研发，各攻关团队日夜
奋战，在尊重科学、保障安全的前提
下，最大限度缩短研发时间。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7 日发布的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
书指出，目前我国已有 4 种灭活疫苗
和 1 种腺病毒载体疫苗获批开展临床
试验，总体研发进度与国外持平，部分
技术路线进展处于国际领先。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
新此前曾表示，这些疫苗项目总共已
接种超过 2500 名志愿者，正在开展严
格的安全性、有效性监测和评价，尚未
收到有重大不良反应的报告。

“如果一切顺利，以上项目将在今
年 7 月陆续完成二期临床试验。”曾益
新说。

5 条路线并举，坚持开放合作

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减毒流
感病毒载体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核
酸疫苗……疫情暴发以来，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专门设立疫苗
研发专班，5 条技术路线并举，以提升

新冠病毒疫苗研发的总体成功率。
曾益新介绍，其他几个技术路线

的疫苗研发也在顺利有序推进，预计
还会有疫苗获批进入临床试验。

疫苗在用于人的临床试验之前，
先要通过动物实验这一关。为此，我国
科学家第一时间建立了小鼠、恒河猴
等动物模型。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
究所研究员秦川说，这些最早成功并
经过鉴定的动物模型，使我国突破了
疫苗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技术瓶颈。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
彬说，疫苗是给健康人使用的特殊产
品，尽管是应急项目，还是特别强调科
学性、程序性，本着科学、安全、有效的
基本前提，根据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果
才能最后确定是否使用。

无论是疫苗研发，还是未来使用，
同舟共济、合作共享的理念贯穿始终。

在疫苗研发方面，我国积极倡导
全球合作。目前，国内推进的 5 条疫苗
研发技术路线均对外开放，与多国开
展合作。

而在疫苗使用方面，我国已郑重
向世界宣布：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
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
可担负性作出中国贡献。

夜以继日攻关，有望今年 7 月陆续完成二期临床试验

我国疫苗研发为疫情防控提供坚强支撑

飞飞 吧吧 ，，鸽鸽 子子 巷巷





 

在新疆和田的老城区“团城”内有一条叫作“鸽子巷”的巷道。过去这
里的居民以出售鸽子等为生，因此得名。如今，历经 4 年改造，鸽子巷由曾
经脏乱差的棚户区变身为古城的新名片。沿街的店铺售卖着各式民族特
色产品，还有的居民将住宅改建为民宿。颇具特色的鸽子巷吸引着络绎不
绝的游客。

目前，以鸽子巷为主的老城区“团城”改造项目仍在进行，总投资
达 3 . 17 亿元。今后，和田市计划把老城区“团城”打造成具有地方特
色和文化魅力的历史街区和景区，带动旅游业发展，提升城市整体
品质。

图 1：5 月 27 日，孩子们在新疆和田市“团城”的鸽子巷玩耍。
图 2：5 月 27 日，在新疆和田市“团城”的鸽子巷，米热古丽·阿布拉与

邻居阿米娜·麦提如则聊天。
图 3：5 月 26 日，一群鸽子在新疆和田市“团城”的鸽子巷觅食。
图 4 ：5 月 26 日，两名商户在新疆和田市“团城”的鸽子巷下棋。

均为新华社记者沙达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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