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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提案点击

问题现状
没钱治病，大病青少年只能

“坐以待毙”
全民医保弥补了青少年医疗保障制度的

缺失，把青少年纳入了医疗保障体系，为部分
白血病、恶性肿瘤等青少年大病患者解决了
一定困难。但相对于患者高额的医疗费来
说，差距较大，现有的报销额度不能完全解决
青少年大病治疗费用的困境，存在广覆盖、低
保障的问题。

“有钱了就帮一点，没钱了只能等待。”一
位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限的社
会捐款，对于众多等待救助的青少年大病患
者来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红十字会提供
的资料显示，治疗费用的解决途径主要有四
个方面：家庭筹措，医保报销，社会捐赠，医院

减免。尽管医保报销为大病青少年解决了相
当一部分困难，但与治疗费用总额仍有较大
差距，如全民医保一年最高报销额度为 6 万
元。医院减免费用只能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性，不具有普遍意义。面对高额治
疗费用，大部分家庭显得十分无力，“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的情况比比皆是。

委员建议
每年从彩票公益金中拨付500万

市政协委员张春香建议政府每年从彩
票公益金中拨付 500万元注入“青少年大病
救助金”。据了解，如今北京已经开始实施

“从福利彩票中拨付资金建立青少年大病
救助基金”政策，每年从中拿出 2.5个亿，用
于救助因家境贫困而无力承担治疗费用的
青少年。

在过分强调、重视应
试教育及孩子成绩的同
时，学校和家长是否也注
意到对孩子进行“生命教
育”？市政协委员在提案
中提供的一组数据让人心
惊：调查显示，在中小学生
中，曾有 13.3％的人认真
考虑或计划过自杀，4.9％
的人尝试过自杀，“特别想
自杀”的占 17.4％。“孩子
们对生命的漠视，折射出
我们在生命教育方面的缺
失。”市政协委员王俊杰在
市两会上呼吁，应该把生
命教育纳入学校日常教学
课程。

晚报记者 张勤 张竞昳

问题现状
调查显示，13.3%的青少年想过自杀

调查显示，在中小学生中，曾有 13.3％的
人认真考虑或计划过自杀，4.9％的人尝试过
自杀。“在这些孩子心里，生命就是完全属于
自己的东西，却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会给家
人带来多么大的痛苦！”市政协委员王俊杰
感慨，青少年对生命的漠视，源于他们不知
道生命的可贵，这也折射出现在“生命教育”
的缺失。

王俊杰说，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生死
教育”已相当普及。在瑞典，小学生就常常被
父母或老师带到医院太平间接受死亡教育，大
人会让孩子摸着死者冰凉的手感知死亡。与
此同时，老师也会让学生们摸着孕妇的肚子给
他们讲人的出生，教育孩子，什么是生命，为什
么来之不易，从而使孩子认识到生命的可贵，
珍惜生命，避免一旦遇到挫折就轻贱生命。

委员建议
在日常教学中开设“生命教育”课程

王俊杰建议，应当把生命教育融入各个学
科，在青少年群体中开展经常性的生命教育活
动。“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生命教育课。”王
俊杰提出，可以组织体验式、参观式的主题活
动，比如组织学生到医院参观产房、婴儿室，了
解生命的开始，珍惜生命、爱护生命等。

第二种方式是把生命教育渗透到学科教育
中，要求教师将各自学科中与生命教育相关的内
容总结出来，然后有意识地在教学中加强。

三是开展专项教育，比如艾滋病教育、心
理健康教育。

四是要结合实际，尽可能多地安排紧急事
件预演（如火灾、地震、空袭、突发刑事案件
等），充分让学生了解自己的能力。“在危难时
刻和紧急事故中结合自己的能力，量力而行，
不要一味地幻想见义勇为、多行好事。”

问题现状
杂技馆成了演艺酒吧，杂技团

租房排练
郑州市杂技团是我市一支非常出色的专

业文艺团体，多年来其优秀的演出不但受到
国内外广大观众的喜爱，而且节目曾经多次
获得国际、国内大奖。2001年，由政府为郑州
市杂技团投资兴建的郑州杂技馆，曾经是国
内第三家为杂技而专建的演出场馆，令人遗
憾的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今的郑州杂技
馆居然与杂技无缘，变成了一个演艺酒吧。

目前，郑州市杂技团居无定所，办公排练
均靠租房度日。

委员建议
将郑州杂技馆恢复本来面目

张松正、牛雷莉两名市政协委员建议市
委、市政府出面协调，为郑州市杂技团提供演
职员集训练、办公、住宿的“生存之地”，帮助
郑州市杂技团再铸辉煌；将市政府为奖励郑
州市杂技团所投资建造的“郑州杂技馆”资产
收回，交付郑州市杂技团管理使用，恢复其本
来面目。“这样既能为市杂技团提供练功培
训、排练、演出的专业场地，发展大型、高空节
目，又能通过文化交流，引进国内外优秀杂
技、马戏、魔术，活跃省会的演出市场，丰富广
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让变成“演艺酒吧”的杂技馆恢复身份
提案：关于“郑州杂技馆”回归“郑州市杂技团”的建议
提案人：市政协委员张松正、牛雷莉

问题现状
住在郑东新区，出租车不好打
郑东新区是郑州新区的核心组成部分，随

着东区“五年成规模”目标任务的全面完成，各
种配套设施建设逐步完善，东区人气聚集快速
增长，优美的环境使东区知名度和美誉度大幅
提升。

与郑东新区的“美”形成对比的是居民的
出行“难”。生活、工作在东区的人去市区坐
出租车比较难，特别是上午 9 点之前，因为大
部分出租车司机都住在市区，如果不向东区

送人，一般不会往东区去。在东区居住的市
民到市区，等不到出租车，只好坐机动三轮车
到中州大道，然后再坐出租车，这样既不安全
又影响新区形象。

委员建议
增加区域小公交快速连接市区
在郑东新区分区域设区间小公交，就到中

州大道以西最近公交站点处，方便人们转乘其
他车辆。东区规划很好，道路宽，行人少，几乎
不堵车，增加区域小公交，可实现东区、市区的
快速连接。

郑东新区能不能增加区域小公交？
提案：解决郑东新区去市区坐出租车难的建议
提案人：市政协委员娄志光

从彩票公益金中拨款救助大病青少年
提案：从福利彩票中拨付资金资助郑州市青少年大病救助基金的建议
提案人：市政协委员张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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