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部分居民的家庭成员得了大
病后，个人支出费用很大，但因不符合
大病救助政策，给部分家庭带来沉重负
担。如何帮扶这些人群，是中原区构建
和谐社会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消除
贫困、改善民生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的迫切需
要。因此，中原区人大代表李青峰递交
了《关于加大因病致贫群众帮扶力度的
议案》，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

建议建立因病致贫特困家庭救助基金

建立动态管理机制。要通过地毯
式摸底，全面掌握中原区因病致贫家庭
的详细情况，并以此为基础，整合民政
系统的低保信息、医疗机构的医疗费用
信息、残联的残疾人家庭信息等，建立
因病致贫家庭情况、社会救助项目、救
助频次和金额等信息为一体的因病致
贫数据库，健全一站式医疗补助救助服
务平台，形成相关部门紧密配合的因病
致贫家庭救助动态运行机制，信息共
享、资料互认，方便群众。

出台优惠政策，加大资金帮扶。提高
报销比例，减免部分费用，区级公立医疗
机构增加扶贫病床；不断扩大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报销范围，把易发大病、慢性病全
部纳入大病统筹范围；免费体检，每年对
贫困户家庭进行一次免费健康检查等。

拓宽医疗救助范围。在原有救助
对象的基础上，将贫困建档立卡系统中

的所有对象全部纳入医疗救助范围。
整合政策救助和社会捐助资金，建立全
区因病致贫特困家庭救助专项基金，健
全管理制度，专门用于因病致贫特困家
庭的重点救助。减少新农合基金、医保
基金、民政救助基金在一般性疾病方面
报销支出，腾出资金用于农民大病医疗
救助。

不断提高健康素质。加大农村健
康卫生知识的宣传力度，提高健康教育
水平，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改善居住环境，增强健康防病意识，降
低发病率。

提高自救能力。对因病致贫家庭
中劳动力组织免费且实用性较强的职
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家庭自力
更生的能力。出台有关政策，为因病致
贫家庭搭建好就业平台，支持因病致贫
家庭积极创业脱贫。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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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基层实地调研 提出解决方案
建立救助基金、严管中小学周边食品安全……这些议案事关民生

本报讯 中原区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中原区的人大代表们心怀民生，认真履职，把群众的心声带到了大会上，提
出了很多事关民生的议案和建议。

因病致贫群众脱贫问题、中小学校周边食品安全问题、外卖餐盒的污染问题等，中原区的人大代表都记挂着，深入基
层做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工作，并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充分体现了人大代表们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为民代言的水平和
能力。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张亚芳 张晟 刘锐

电动车不规范停放、充电引起火灾
的案例近年来屡屡出现。为了让电动

车规范停放充电，公安部在 2017年 12
月31日下发了《关于规范电动车停放充
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

中国自行车协会数据显示，我国现
有电动车约 3亿辆，每年仍有 10%左右
的增速。另一方面，因充电设施的不完
善导致私拉电线充电、室内充电等不规
范充电现象时有出现。因此，人大代表
杨录坡提出了《关于加快停车棚和充电
站建设，进一步加强对电动车充电监管
的建议》。

如何减少电动车充电安全隐患？

公安部门发出5条禁令：严禁在居
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
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
动车充电；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
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严
禁电动车占用消防通道；严禁私拉乱接
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严禁使用易燃
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与此同
时，国务院法制办就《高层建筑消防安全
管理规定》向社会征求意见，提出高层住
宅楼道禁停电动自行车。鼓励在高层住
宅小区内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存放和充

电的场所，电动自行车存放、充电场所应
当独立设置，并与高层建筑保持安全距
离，还应当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充电设
施应当具备充满自动断电功能。

规定中明确了业主的消防安全义
务，要求其“配合物业服务企业、自主管
理机构做好消防安全工作等。针对电
动车消防安全5条禁令，由物业部门对
电动车随意停放、随意充电问题进行整
改，在小区贴出清理电动车的通知。对
于拒不整改的，由辖区派出所对责任人
进行一定的处罚。”

建议

严格监管中小学校周边食品安全

民以食为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近年来，区政府制订下发的一系列
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方案和食品安全责

任目标考核办法，使食品安全的整体
状况有了很大提高，但食品安全和餐
饮卫生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中小学
周边餐饮的卫生从业人员的卫生意
识、卫生习惯、消毒设施不健全，食品
和原材料来源存在不安全隐患。主要
存在有些小商店无卫生许可证，“三
无”食品、过期食品直接销售给学生，
学校周边餐饮店大都经营麻辣烫、汉
堡、奶茶等小吃，往往非法添加色素、
防腐剂和香料等，长期食用会对青少
年的身体造成伤害和慢性中毒，门店
的健康状况和加工食品的原材料来源
难以掌握等问题。

因此，刘卫祥、郭文胜、王肃、申威、
倪文琼、王凤月、张赵虎、李红信、李建
华、穆建坡等人大代表结合实际情况，
递交了《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周边食品安
全的议案》。

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增强全社会
对食品安全的科学意识和责任意识。
家庭与学校、政府配合普及中小学生食
品安全常识，提高其辨别能力。

加强执法监督，对学校周边餐饮的
卫生是否合格等问题,进行集中检查。
要严格餐饮摊点(门店)的证照管理。对
未取得食品卫生经营资格的摊点, 坚决
予以清理和取缔，对向学生销售卫生不

符合规定食品的,要依法从重处罚。
政府和学校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

责任，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长效监
管机制保障中原区中小学生身体健
康，建议食品安全、卫生等职能部门加
强校园周边食品店的监管。进行彻底
检查，杜绝不合格食品，加大处罚力
度，建立治理长效机制，确保青少年食
品安全。

建议

解决外卖餐盒污染 我们应该这么做

近年来，人们已习惯了网上订餐这
一服务，在线外卖市场越来越火爆。这

些庞大的订单背后，也隐藏了不容忽视
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外卖垃
圾造成的白色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塑料
或发泡饭盒、塑料袋、一次性筷子、塑料
勺子、餐巾纸、调料袋等构成了外卖垃
圾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外卖逐渐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的
背景下，如何减少外卖垃圾，是一个亟
待引起全社会关注的问题。两大外卖
平台美团和饿了么虽然也分别推出“青
山计划”和“蓝色星球计划”环保方案，
但这只是第一步，更多工作还需要相关
主管部门、餐饮企业、一次性餐具生产
企业、消费者和大家的共同推进。人大
代表赵娜由此提出了《关于解决外卖餐
盒污染的建议》。

相关主管部门尽快出台相应的法
律法规，从源头进行把控，明确生产者、
销售者和消费者回收利用废旧塑料包
装物的义务和法律责任。

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提高人民对
“白色垃圾”危害的认识。提高全社会

的环保意识，普及环保常识，增强市民
的相关环保及可持续发展意识。

加强垃圾分类和回收体系的建立，
让垃圾变废为宝。

大力推广使用能够回收再利用的
餐具，减少使用一次性餐盒及用具。

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