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莫 鑫

2020 年 9 月 23 日

星期三

经济·民生

新华社西宁 9 月 21 日电（记者王大千）9 月，
正是高原收获的季节，青海省民族团结工作也结
出累累硕果：青海省是第一个所有市州（8 个）建
成全国示范的省，也是第一个建成全国示范县市
区数量过半（23 个）的省，还是第一个一次性荣获
全国模范集体县市区数量最多（10 个）的省。

层层负责 青海样板创建有保障

9 月 12 日，在青海省委统战部会议室，10 余
名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围绕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省的有关文稿展开热烈讨论。“历史上多民族聚
居、多宗教并存、多元文化共融基础深厚，青海是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缩影”“我们汉、藏、撒拉等各
民族的同事一起定目标、谈路径，此刻就是民族团
结的印证”“要在机制建设上再下功夫，确保共创
共建共享”……

十余次易稿还未定稿，多角度论证加深层次
考量，小小的会场，正是青海省委省政府求实创
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缩影。

青海省民宗委主任开哇说，特殊省情创造的
独特高原文化、共同团结奋斗的历史都是基础，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是迫切的现实需要，也是着眼未
来的使命担当。

把创建作为战略性工作，四级党委书记负总
责，在全国开创党委总揽创建的先例；面向全社会
表彰民族团结先进，在全国首创民族团结专项考
核机制；省政府与国家民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开
创党的十八大以来省部共建先例……

在青海这片热土上，50 多个少数民族 290 万
人口占了总人口的 47.7%，民族区域自治面积达
98%，民族团结是青海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文化认同 和谐青海根基牢

9 月，青稞熟了，第四批北京援青干部、玉树
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院长郭勇也迎来收获季。“一
年学语言入门，患者是头疼还是腿麻，能听个八九

不离十。”郭勇的进步与他随身带着的小学藏语
文课本有关，“去年，我对着商铺门牌练发音被
路过的藏族老人看到，他邀我去做客，第二天又
把课本送到医院。”

9 月，牛羊肥了，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热
贡敬老院的奶茶更醇更香。产自湖北的砖茶熬
成茶汤，加入回族养殖户刘德免费送来的鲜奶，
再搭配油炸面食，组成了 50 多位藏族老人的幸
福味道。从 2016 年 8 月至今，这位摆脱贫困后
立志回报党和政府的 54 岁回族汉子，每天送
25 公斤牛奶，风雨无阻，成就了“一桶奶一份

情”的民族团结佳话。
郭勇、刘德……不同的姓名、不同的民族，

融入“中华一家亲”的血脉，描绘祖国大家庭的
多姿多彩。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鄂崇荣说，青海是“唐蕃古道”和“丝绸之路”要
地，塔尔寺、吐蕃古墓、文成公主庙等历史遗迹，
见证了多文化、多民族、多宗教共存共荣。随着
对口援青、脱贫攻坚等战略的实施，有力增进了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手足相亲的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进一步铸牢。

以文化引领共筑精神家园，民族团结创建
凝心聚力。原创舞剧《唐卡》在全国巡演，土族、
撒拉族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启动建设……特色
文化品牌和活动引领思想，凝聚民心民智，一个
祖国、共同奋斗、共享发展的共识像格桑花扎根
草原滋长、结籽，播撒四方。

融合发展 富裕青海枝叶茂

中秋节临近，家住西宁市城中区的 75 岁撒
拉族老人马明善和老伴忙碌着，磨绿豆粉、晾葡
萄干，请小区里的孩子一起做月饼。马明善身患
癌症却不愿住院，今年抗疫还缴纳 2 万元特殊
党费。马明善说：“从穿不起鞋的穷孩子成长为
有名的摔跤教练，我这辈子感念党的恩情，趁活
着，多干点有意义的事。”

一代代跟党走，听党话，千万个“马明善”汇
成团结的海洋。如今，无论城市还是农牧区，无
论中秋、除夕还是藏历新年、古尔邦节、纳顿节，
各族僧俗群众共迎传统佳节的场景随处可见。

“没想到能当生态管护员拿工资，也没想到
‘汪汪湖水星星海’又重现了。”在黄河源头的果
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大半辈子放牧的扎陵湖
乡擦泽村生态管护队队长索索讲起“放下牧鞭”
的道理，话语简单，语气却满是自豪，“我是替下
游沿岸的同胞们守住清水向东流！”

正如藏族谚语“百根柳条扎扫帚、五个指头
握拳头”所言，团结就是力量，各尽所能、各负其
责、携手奋进的追求融入日常，各族群众在团结
中形成共识，像石榴籽紧紧抱在一起。

格桑花向着红太阳，三江水唱着幸福歌。在
同步奔小康、携手建设大美青海的进程中，各族
群众同心同德、守望相助的故事层出不穷。向着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的目标前进，600 多万青
海儿女共居、共学、共事、共乐，正汇成民族团结
的磅礴伟力，书写着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新时代
答卷。

格桑花向着红太阳 三江水唱着幸福歌
青海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掠影

新华社厦门 9 月 22
日电（记者颜之宏、闫红
心）国家生态市、国家园
林城市、国家生态园林
城市、国际花园城市、联
合国人居奖、国家环境
保护模范城市……这一
系列荣誉，是厦门经济
特区设立 4 0 年来打造
高颜值生态花园之城的
丰硕成果。

通过加强顶层设计、
坚持规划引领、强化创新
驱动等方式，一座生态优
美、多姿多彩的海湾型城
市正在我国东南沿海熠熠
生辉，吸引全球客商和
游客。

一池湖水换新颜

九月的厦门，秋意微
浓，筼筜湖畔榕树繁茂，熙
熙攘攘的人群在树冠下穿
行，或是饭后闲逛，或是小
聚闲聊。

漫步间，一只白鹭从
湖中的木桩上腾空而起跃
入水中，还没等游客拿出
手机拍照，白鹭叼着一条
小鱼，迅速离开大众的
视野。

很难想象，这个坐落
于厦门市中心的筼筜湖，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曾杂草丛生、垃圾遍布、
污 水 乱 排 ，湖 水 又 黑
又臭。

对于筼筜湖的综合
治理，可以追溯到 1984
年。时任厦门市领导主持
编制的《 1985 年-2000 年
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中，对筼筜湖生态治理和
综合 治 理 提 出 了 具 体
要求。

筼筜湖保护中心主任魏道军说，目前厦门已开
展了五期综合整治，从“湖水基本不臭”，到“清淤整
治，截流新增污水”，再到“晴天污水不入湖”。30 多
年来，厦门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
干，加强对筼筜湖整治的组织领导。

筼筜湖综合整治工程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评
为“东亚海域污染防治和管理”示范工程，但厦门
市对生态环境建设永不止步。

2018 年 3 月，厦门市实行双总河长制，市委书
记、市长共同担任市级总河长，强化了“治水”工作的
党政同责。同年 9月，厦门市将筼筜湖提升为市级湖
泊，由分管副市长任湖长，逐步形成党政齐抓、部门协
同、市区共管的保护机制。

为引导市民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厦门今
年 4 月启动“市民湖长”海选，进一步推动筼筜湖
水环境治理。“筼筜湖治理正在进入新阶段，我们
将挖掘筼筜湖的历史文化底蕴，让水更清、景更
美、魂更强。”魏道军说。

从“不宜人居”到“城市客厅”的蜕变

“上班前跑个步，神清气爽。”在五缘湾湿地公
园内，记者见到了前来跑步锻炼的厦门市民林先
生，“我家就在边上的小区里，基本上天天过来跑
步，这里路好景色棒。”

五缘湾位于厦门岛东北角，从朝阳初升到暮
霭沉沉，这里矫健而行的人流从未间断，近年来被
誉为“城市客厅”，大自然与人类和谐共生。五缘湾
湿地公园，是厦门最大的湿地生态公园之一，被称
为厦门的“城市绿肺”。其中，湿地公园核心保护区
是鸟类保护区，栗喉蜂虎、白鹭、鸬鹚等鸟类在此
繁衍生息。

然而 16 年前，五缘湾却因垃圾遍地被当地居
民吐槽“不宜人居”。“当时五缘湾内分布着大片滩
涂、杂乱的鱼塘和垃圾集聚地，由于人为筑堤养
殖，滩涂淤积严重，加上地处厦门岛东北角的风口
处，人烟稀少。”厦门市湖里区市政园林局局长周
泽勇说，为了让五缘湾重新焕发生机活力，厦门市
采取跨海架桥的片区治理提升方案，将环岛路跨
海架桥，外湾清淤造地，内湾退塘还海，打开海堤，
引水入湾。

经过持续多年的清淤造地和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目前五缘湾片区海域面积达 242公顷，片区内建
成 100公顷城市绿地公园和 89公顷湿地公园。厦门
市还在这里修建了 8公里长的环湾优质生活岸线。
原先的“不宜居之地”，如今成了厦门市民和游客的
“城市新客厅”。

顶层设计与全民共治“两翼齐飞”

2014 年，厦门在市一级成立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专项工作小组，成为市委全面深化改革 11
个专项改革小组之一；2015 年，厦门又成立以市
委书记为组长，市长为副组长的生态文明建设领
导小组。自此，厦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步入快
车道。

目标明确，立法先行。厦门市近年来先后出
台《厦门经济特区生态文明建设条例》等 30 余
部与生态环境建设和资源保护有关的法规
规章。

同时，厦门还依托社区书院，引导市民形成
“人人共治、人人共享”的全民共治生态文明建设
理念。厦门市现已建成 398 个社区书院，以培育生
态文明理念为主题，开设专家讲堂、兴趣小组，向
普通市民普及生态文明知识，倡导志愿者活动，传
播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把生态文明理
念融入社区治理全过程。

多年来，厦门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
标准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持续打造“在花园
里盛开的城市”。城市开发建设中，为保护中华白
海豚，厦门市不惜将跨海通道方案由大桥改为隧
道，成本大幅增加；为保护白鹭专门保留大屿岛。

厦门市发改委主任张志红说，厦门市近六成的
陆域面积被划入生态控制线，生态保护地方立法开
创先河，空气质量稳居全国前列，生态文明指数在中
国工程院发布报告中位列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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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 40 年

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记者谭谟晓、邵琨）
超过 4000 万！这是目前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数
量，这一数字还在增长。老人难以独自生活、家人
奔波照料、经济负担加重……“一人失能、全家失
衡”是不少家庭面临的难题。

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自 2016 年开展试点
以来，有效提高了失能老人生活质量，减轻了家庭
负担。日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又新增 14 个试点
城市（区）。如何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健康发展，更好
解决失能老人护理保障问题？记者就此进行了
调查。

“25.4% 的老年人需要全方位照料”

“母亲年纪大了，去年还摔伤了腿，大部分时
间都要卧床。基本都是我在照顾，可我也快 70 岁
了，越来越吃力。”提起这些年照顾母亲的日子，北
京市民刘阿姨充满感慨。

“小”老人照顾“老”老人，是当下很多“失能家
庭”的真实写照。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社科院日前联合
发布的《 2018-2019 中国长期护理调研报告》，
在对部分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的 60 岁
及以上老年人和 30 岁至 59 岁成年人调查后发

现，65 岁是老年人面临失能风险的重要转
折点。

报告显示，有 4.8% 的老年人处于日常活
动能力重度失能、7% 处于中度失能状态，总失
能率为 11.8%。也就是说，超过十分之一的老年
人在穿衣、吃饭、洗澡、如厕等方面的基本生活
无法完全自理。基本自理能力的衰退也伴随着
独立生活能力的退化，25.4% 的老年人需要全
方位照料。

谁在照顾他们呢？子女、配偶、保姆是提供
服务的主力军，第三方机构服务占比不高。

记者采访了解到，很多家庭有这样的感受，
家里一旦出现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人手立刻
变得紧缺、经济压力增大、工作受到影响，虽然
尽全力照顾，但由于不专业，老人生活质量
不高。

“由于护理保障不足，不少老人在需要护理
时选择长期住院，导致医疗资源浪费，也加重家
庭负担。”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说，有
了长期护理保险，就可以让参保老人得到实惠，
医疗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专业护理机构得到发
展，实现多赢效果。

“家庭负担减轻了，老人生活质量

提高了”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康颐养护理院的房间
里，有 24 小时紧急呼叫系统。老人手腕上的智
能手表不仅可以测心率，还能定位求救，一旦有
突发情况，就能立即联系到护理人员。

78 岁的韩阿姨居住于此，她患有阿尔兹海

默症，子女不能经常在身边照料。
“把老人交给他们，我们放心。”韩阿姨的女

儿说，我母亲的情况符合青岛市长期护理保险
申报条件，有了保险后，用药、治疗及部分生活
照护费可以报销，每个月能减免约 3000 元，退
休工资就够支付费用了。有了专业人员护理，老
人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韩阿姨享受的是当地提供的长期护理保险
服务。自 2016 年起，我国在青岛、上海、宁波等
地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探索建立以社
会互助共济方式筹集资金，为长期失能人员的
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提供资金或服务保障
的社会保险制度。

“在经办青岛市长期护理保险业务时，除了
提供经济补偿，我们还强化健康管理服务。”中
国人保健康社会保险部政策研究处副处长易春
黎说，防优于治，变被动护理为主动预防，能延
缓参保人失能进程，降低护理需求发生概率，提
高生活质量。

长期护理保险不仅缓解了失能人员的护理
保障问题，也节省了医保基金。

经办上饶市长期护理保险的中国太保寿
险，分析上饶市 764 例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
满一年的人员发现，年人均住院次数下降
36.8%，医保基金支出下降 40%。

让长期护理保险惠及更多老年人

国家医疗保障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6
月底，15 个试点城市和 2 个重点联系省的长期
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达 8854 万人，享受待遇人数

42.6 万，年人均基金支付 9200 多元。
今年 9 月 16 日，国家医疗保障局、财政部

发布《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
意见》，新增北京市石景山区、天津市、晋城市、
呼和浩特市等 14 个试点城市（区）。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长期护理保险要让更
多人受益需要解决好“资金从哪里来”和“谁来
提供服务”的问题。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
宗凡认为，在医保基金支付压力越来越大的情
况下，现行试点城市大多仍依赖基本医疗保险
来筹资，没有实现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筹资的
独立性和稳定性欠缺。应完善多元筹资机制，均
衡各方责任，为长期护理保险持续健康发展提
供支撑。

失能鉴定标准和护理服务标准决定了长
期护理保险覆盖的人数和服务质量。从目前
试点城市情况来看，各地存在差异，标准不
统一。

易春黎说，建立统一的失能鉴定标准和护
理服务标准，能够在全国层面了解失能人员整
体现状，便于建立精算模型，分析预测未来失能
风险，科学评判每个人的服务需求，也有利于护
理机构良性竞争，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当前，长期护理保险经办工作多由保险公
司承担，但经办水平参差不齐。

一位保险公司人士坦言，从长远看，长期护
理保险应坚持专业化经办管理方向，有关部门
应严格审核保险公司资质条件，确保长期护理
保险业务稳定可持续发展。

失能老人，谁来照顾？
长 期 护 理 保 险 发 展 透 视

▲ 9 月 11 日，在青海省化隆县科上村，索南卓玛展示大学录取通知书。 新华社记者刘金海摄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
（记者吴雨）记者 22 日从中国人
民银行获悉，近日人民银行会同
工业和信息化部、司法部、商务
部、国资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银保监会、外汇局出台了《关于规
范发展供应链金融 支持供应链
产业链稳定循环和优化升级的意
见》。意见从稳步推进供应链金
融规范发展和创新、加强供应链
金融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供
应链金融政策支持体系、防范供
应链金融风险等方面，提出了政
策要求和措施。

意见提出，金融机构与实
体企业应加强信息共享和协
同，提升产业链整体金融服务
水平，提高供应链融资结算线
上化和数字化水平。提升应收
账款的标准化和透明度，提高
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效
率，支持打通和修复全球产业
链，规范发展供应链存货、仓单
和订单融资，增强对供应链金
融的风险保障支持。

记者了解到，根据意见要求，
要完善供应链票据平台功能，推
动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公
示，优化供应链融资监管和审查
规则，建立信用约束机制。加强

核心企业信用风险、供应链金融业务操作风险、
虚假交易和重复融资风险、金融科技应用风险
等防控。

多
部
门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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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2 日，在鄄城县
潍柴动力董口镇黄河社区致
富车间，刘月娥（右）与工友
交流。

黄河滩，黄河滩，黄河发
水，房就淹；东也窜，西也窜，
窜上大堤，保平安……

一段民谣，几多心酸。拥
有一个安稳的家成为住在黄
河滩区的“滩里人”的夙愿。
2017 年，国家批复《山东省黄
河滩区居民迁建规划》，山东
省将用三年时间彻底解决 60
万“滩里人”的安居问题。听
到这个好消息，“滩里人”刘
月娥燃起了迁建安居梦想。
2019 年 11 月，菏泽市鄄城县
6 个滩区村 1116 户居民搬出
黄河滩区，住进黄河社区。三
室两厅的楼房，窗明几净，本
就爱笑的刘月娥，笑起来多
了份稳稳的幸福。

新华社记者郭绪雷摄

““滩滩里里人人””刘刘月月娥娥

乐乐享享安安居居生生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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