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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6 月 8 日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实施健康扶贫

工程，提升农村贫困人口医疗保障和健
康水平。会议指出，实施健康扶贫工程，

补上贫困地区医疗服务“短板”，解决农
村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和返贫问题，对打
赢脱贫攻坚战，意义重大。

对于贫困地区人们来说，“没啥都不
能没钱，有啥都不能有病”。毕竟患重大
疾病的治疗费用往往高达数万、数十万
元，“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让贫困群
众感叹“得不起病”。要想打赢脱贫攻坚
战就必须解决“看不起病”问题。

解决贫困地区群众看病问题，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对
参加新农合的个人缴费部分给予财政补
贴，提高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
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医疗康复项目纳入
基本医保支付范围，保障范围扩大的同
时缴费减少，国务院常务会议各项决定
也确实能够实实在在地减轻农村贫困人
口的医疗负担。

患者病因不同，治疗方法也千差万
别。对患大病和慢性病者进行分类救治
就遵循了实事求是原则，能够做到“精准
发力”。强调选择负担较重、能一次性治
愈的大病开展集中救治，也有助于通过
集中资源定向“喷灌”、“滴灌”，实现重点
突破、精准施策，找出标本兼治的办法。

“一站式”即时结算解决群众现实难

题。客观而言，此前的医保制度虽好但
程序却较为繁琐。实现各类医保、救助

“一站式”即时结算，就能够从根本上解
决申请救助层层上报、层层审批的问题，
可以让群众在第一时间获得报销赔付，
无形中为城乡困难群众解决了影响就医
的现实难题。

医疗卫生资源下沉释放更多医疗红
利。城市大医院“人满为患”与基层医疗
机构“门庭冷落”，两者的明显反差在客
观上也导致了农民医疗成本的增加。确
保每个连片特困地区县和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有县级公立医院、标准化乡
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等，就是在推动
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在为群众提供更方
便更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健康也是生产力。权威研究显示，
健康指标每提高 1%经济增长率就提高
0.05%。在医疗卫生服务已经直接关系人
民身体健康语境下，要想打赢脱贫攻坚
战就必须补上贫困地区医疗服务“短
板”。换言之，必须通过改革整合城乡医
疗卫生资源，提高配置效率、促进均衡发
展，从根本上提升农村贫困人口医疗保
障和健康水平，彻底终结“看病难”、“看
病贵”的历史难题。

一个地区、一座城市在不同的发展
时期有不同的工作重点，发展中的不平
衡，会使一些问题和矛盾有所积累，时
间一长就形成了短板。因此，每个发展
阶段都有短板问题，这是一种客观存
在。能否补好短板，检验领导干部面对
尖锐矛盾、解决突出问题的能力水平，
也检验他们的担当精神。

中国人好面子，一些领导干部更
是如此，于是在工作中难免存在“家丑
不可外扬”的心理。对存在的不足、面
临的问题，或“难”字当头，喜以历史原
因、政策瓶颈、职能限制等种种冠冕理
由推脱责任；或“怕”字当先，不是“再
研究研究”，就是“再讨论讨论”，等转
了岗、退了休也不见整改举措……凡
此种种，让有所期待的广大群众等灰
了心、熬白了头。

殊不知，领导干部越藏着掖着怕
“家丑外扬”，矛盾和问题反而会积压得
越深，越难以根除，久而久之，就会对党
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没有一股子迎难而上的勇气和舍我其
谁的决心，那些长期制约城市整体发
展，为群众所诟病的短板问题就无法彻
底得到解决。

有些领导干部谈成绩，讲经验滔
滔不绝、头头是道；轮到谈问题、讲不
足时，则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说到

底，还是对自身的短处认识不足，对整
改落实信心不够，只怕暴露了自己这
只“木桶”有限的承载能力，影响了未
来的仕途。如果人人都讳疾忌医，“思
想短板”就会集腋成裘，恐怕比“业务
短板”的危害更大，影响的是整个干部
队伍的精气神，造成的将是党员干部
工作战斗力的下滑。

与其等到冰冻三尺，不如早日亡
羊补牢，将问题大大方方地亮出来，或
能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武汉、邵
阳、南宁、丽水等地曾先后推出过一档
广受好评的电视问政节目，直播间里，
小到办事员，大到一区之长，面对镜头
拍下的种种不作为、乱作为的“丑象”，
虽不免汗如雨下，但他们坦然面对、立
行立改的态度，不仅没有引来拍砖吐
槽，反而赢得了掌声，维护了党和政府
的形象。可见，正视自身的不足，并没
有什么“可耻”之处，知耻而后勇，本就
是一种进步。敢于揭短亮丑，正是自
信的表现。

“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
领导干部当认识到，补短板的过程，也
是培育后发优势，激发新动能的过程。
只有扛起担当的旗帜，正视缺陷、承认
问题、摆正心态，才能真正战胜困难，化
解矛盾，把“短板”补成能挑起重担的

“长板”。

据报道，自2016年7月1日起，机动
车驾驶人实施交通违法行为后，公安交
通管理部门在对交通违法作出行政处
罚时，被处罚人的政治面貌和职业信息
将被调查，涉及中共党员和国家工作人
员的将被通报纪检监察机关。

此消息一出，很多人都不禁要问，
这事是不是忽悠人的？

近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下发了
《关于在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法律文
书中增加被处罚人有关信息采集的通
知》，要求从 7 月 1 日起，各地在按照一
般程序对交通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时，应当调查被处罚人的政治面貌和职
业信息，并在制作《公安交通管理行政
处罚决定书》时填写。看来，此事的真
实性已经毋庸置疑。

或许部分党员和公务员要“喊冤”
了，明明都是中国公民，为啥要将我们

“区别对待”呢？而且对于无证驾驶、套
用机动车号牌、脱保这种小事，也要被
纪委通报，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

党员和公务员交通违法被纪委通
报，这事儿看似小，但意义大，不必过早

“喊冤”。首先，对于国家来说，这是全

面从严治党的具体体现。党员和公务
员交通违法将通报纪检机构，体现了我
国“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决
心。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
依法治国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其次，“堤溃蚁穴，气泄针芒”。对
于每位党员和公务员来说，只有在小事
上“较真”，才不至于在大是大非上犯错
误。通过制定更加严格的制度，让以前
总认为无证驾驶是小事儿，不出乱子就
行的人，对交规有更深的认识，在以后
的工作、生活中能真正做到守规、守则。

最后，党员和公务员交通违法也要
被纪委通报，让百姓不再认为党员和公
务员有“特殊”的权力，可以肆无忌惮。
这事可以作为改善干群关系很重要的
一笔。

更加严格的制度会让每位党员时刻
注重自身的良好形象，可以起到一个很
好的约束作用。作为党员和公务员，只
有始终做到对自己严格要求，在生活中
讲党性、讲原则，严格执行党的纪律，才
能让我们党始终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
始终成为我们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别让4元午餐费
成为孩子眼中的“天价”

□马若虎

4元钱意味着什么？对于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孩子来说，
它可能都不够一份零食的消费；而对于一些中西部偏远地区
学前班和幼儿园的学龄前孩子来说，它却是一份午餐的“天
价”。

有4元钱，就可以吃热乎乎的营养午餐；没4元钱，或许
就只能吃冷冰冰的饭菜。就像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万岩村某学校学前班的石炳，他每天中午都会被爸爸接回
家吃饭。“记者发现冰凉的菜里没有一点肉，而开水就是这个
4岁孩子午餐里仅有的温度。”

为什么在孩子长身体的阶段，只给他们吃没有营养的剩
菜剩饭？家长对此很无奈：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就连4块钱
的午餐费都要省。学校似乎也没办法：只有小学生才能享受
免费营养午餐，学前班的多数孩子因为没有午餐补贴，无法
负担4块钱的午餐费，所以只能选择回家吃饭。

其实，我们都能理解家长和学校的“为难之处”，只是可
惜，这种“为难”的后果最终要由孩子承担。

据统计，我国仍有近千万的儿童青少年存在营养不良，
而贫困地区的农村学龄前儿童的营养缺乏问题更为突出，生
长迟缓、贫血等营养不良现象非常普遍。营养不良问题不仅
导致国家每年近4%的GDP损失，并且在人口中产生着代际
传递，造成贫困导致营养不良再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

我们常常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却往往忽略了营养扶
贫、营养脱贫。首先，改善儿童的营养状况，是实现全面脱贫
的重要内容；其次，促进儿童发展，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文
明进步的必然要求。再次，保障儿童健康成长，就是为儿童
负责。《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 年）》（以下简称《纲
要》）指出，“儿童时期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儿童提供
必要的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机会和条件，最大限度地
满足儿童的发展需要，发挥儿童潜能，将为儿童一生的发展
奠定重要基础”。

《纲要》要求，实施贫困地区学龄前儿童营养与健康干预
项目，继续推行中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5月24日举行的

“国际儿童营养与反贫困论坛”上，全国妇联副主席赵东花表
示，“辅助政府相关部门促进儿童营养改善，提高儿童健康水
平，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比如，安利公益基金会的主要项
目“春苗营养计划”为贫困地区中小学捐建了3835个营养厨
房，解决了193万中小学生的基础营养保障问题。

我们必须看到，学龄前儿童营养不良的现象具有分布
广、人数多的特点，要彻底解决它，有待于政府出台更加成熟
的帮扶政策，扩大免费营养午餐的使用范围或者降低费用、
加大补助。至少，别让4元午餐费成为孩子眼中的“天价”。

国务院近期出台意见明确，将加
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租售并
举的住房市场发展格局将由此逐渐
确立。今后，政府将下大力气，努力
让买不起房的人们租得起房，这无疑
是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一项有标
志性意义的改革举措。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有两个
直观的指标：一是农民可以放心进
城成为市民，二是市民的基本公共
服务得到有效保障。激发新型城镇
化的巨大内需，首先需要政府部门
抛砖引玉，承担人口进城的成本，其
中就包括实现住有所居。因为新进
城人口的住房需求大部分要靠租房
来解决，发展租房市场对新型城镇
化就显得特别重要。如果能落实住
房租售并举，新型城镇化的活力就
将加速释放。

近年来，因为租房市场长期发展
不起来，民众买房的刚性需求变得越
来越强烈。部分一二线城市房地产
企业惯于炒作“买房刚需”概念，推动
恐慌性购房从中渔利，导致房价过快
上涨，给新型城镇化带来负面影响。
其实，刚性的是住房需求，买和租只
是住有所居的手段。国家明确将发
力补上租房市场这块短板，无疑有利
于稳定楼市预期，在去库存的同时，
让住房更好地回归居住属性。这有
利于城市吸引更多创新创业的年轻
人，提升城市人口资源链。

尽管国务院的意见为发展租房
市场提供了诸多利好，但利好要真正
注入市场还需细化落实。当前，租房
市场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表明租房

领域的公共服务和监管存在大量空
白。如：全国没有一张格式统一的租
房合同，租房中介服务小、散、乱，二
房东搞隔断群租等。上世纪 90 年代
以来，住房货币化片面强调买卖市
场，导致租房市场发展长期被忽视。
因此，现在要培育和发展租房市场，
需要扶持市场参与各方，并逐步将其
纳入制度化管理。

发展租房市场将带来许多关联
问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积极作为、
有效解决，保证这项改革举措带来红
利。比如，租房增多之后，原来以购
房为标准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应
该及时转移到租房者身上。包括公
积金提取使用、随迁子女入学等政
策，都应当及时展开梳理，考虑从有
房认定调整为居住认定。这需要各
级政府部门有足够的耐心，本着以人
为本的原则去面对和解决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人把买房看成安
家立业的标志，培育和发展租房市场
有望扭转这种观念，因此也是一个培
育和发展社会文明的过程。2014年，
通过市场租赁解决了居住问题的人
口超过 1 亿，年租金突破 1 万亿元。
一个数亿人的租房市场如果能够规
范健康地发展起来，就会直接刺激城
镇化的巨大需求，给全社会带来经济
动力。当租房从部分人的无奈之选，
变成更多人的时尚追求，新型城镇化
的目标也就部分实现了。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发，培育
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更好地满足进
城人口的住房需求，这就是在为新型
城镇化加油。

端午节应当成为
文化传承的载体

□王传涛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已经过去。但不得不说的是，端午节
作为我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却有一些被淡化的迹
象。比如，三天小长假更多像是旅游节日，与传统文化走得
越来越远；比如，关于端午的一些习俗，除了吃粽子，其他承
载的文化内涵渐渐被遗忘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一些洋
节已经兴旺起来。

诞生于农耕文明的传统节日，在现代社会中自然会遇到
一些表现形式上的改变。一些习俗，在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
地失去了它本应该存在的载体。城市的快速扩张以及科技
的不断飞跃，更是让人感觉应接不暇。也有一些节日，只剩
下了浮躁的商业营销。但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讲，传统节
日本身所代表的中华精神和价值内核不应丢失，比如团圆、
向上和爱国。

我们保护传统文化，首先要从对传统节日的习俗保护入
手。有些习俗，自然不需要每家每户每个人都去做，这就需
要基层政府来牵头，社区也好，居委会也罢，都可以集中在一
起搞些活动。比如，在端午期间，可有组织开展一些丰富多
彩的祭祀、游艺、吃粽子、赛龙舟等活动，鼓励家庭插艾蒿、挂
菖蒲。各个地方，也可以根据本地区的风俗习惯、民族习惯
组织一些有特色的地方活动。

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
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
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继承并保护好诸如端午节等
传统节日所蕴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不仅仅关系到一个
节日，更关系到建设文化强国目标和“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
能否实现。

端午节如此，每一个传统节日亦是如此。在弘扬传统文
化、保护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社会组
织，亦或是每一个家庭和个人，都需要考虑在这个过程中的
义务和责任。

脱贫攻坚必须补足医疗“短板”
□杨飞

补齐城市发展短板不能
“讳疾忌医”

□陈娜娅

党员和公务员被“区别对待”，冤吗？
□梁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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