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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战
役。记者昨日从市政府举行的健康扶贫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近年来，我市聚焦让贫困
人口“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看得
上病、少生病”，深入实施“先诊
疗后付费”“七免一减两帮扶”
等健康扶贫举措，精准落实健康
扶贫各项惠民政策。目前，全市贫
困人口看病就医住院费用报销比例
和县域内转诊率均达到90%以上。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京儒

郑州交出健康扶贫答卷

贫困人口大病保险
起付线降至5500元
最高可报销95%

教育扶贫 从源头“斩断”贫困代际传递

应助尽助
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

全市“寒门学子”实现应
助尽助；1697名留守儿童“一
人一案”享受教育关爱；不让
一位学生因疫情失学……记
者昨日从郑州市决战脱贫攻
坚教育扶贫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过去的一年，全市
不断加大教育扶贫力
度，从源头“斩断”贫困
代际传递。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红

贫困人口大病报销起付线降至5500元
为让贫困人口“看得起病”，我市

全额资助贫困人口参加基本医保，实
现了贫困人口全覆盖。大病保险对贫
困人口降低报销起付线，由过去的1.5
万元降至 5500 元，报销比例最高
95%，并取消年度封顶线。同时，建立
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将
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医疗救助范围。

为最大限度减轻贫困人口就医负
担，我市启动实施“七免一减两帮扶”
系列惠民政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
县乡医疗机构就诊，免县乡住院起付

线、门诊挂号费、注射费、换药费、救护
车接送费、住院押金，免费健康体检，
住院费用医保报销后医疗机构给予
10%减免；全市二、三级公立医疗机构
对口帮扶所有贫困村、对贫困村卫生
室每年给予 2000元定额帮扶补助、优
先录用贫困家庭医学毕业生等。截至
目前，全市享受“七免一减”惠民政策
共 13.12万人次，累计减免医疗费用
4821.82万元。全市贫困人口看病就
医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和县域内就诊率
均达到90%以上。

精准分类救治，应兜尽兜、不落一人
为让贫困人口“看得好病”，我市

积极开展精准分类救治。对贫困人口
中罹患儿童心脏病、儿童白血病等 30
种大病共 279人开展集中救治，救治
率达100％。对贫困慢性病患者，由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签订服务协议，
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

服务，目前全市已有贫困人口慢病签
约 8121人，签约率 100%。对需要长
期治疗、医疗费用较高的重病患者，落
实政府兜底保障措施，确保得到及时
有效救治，目前已有 3640名重病患者
全部落实了医疗兜底保障政策，做到
应兜尽兜、不落一人。

实现每个村有一所标准化村卫生室
为让贫困人口“看得上病”，我市

还不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十三五”以来，新建、改扩建 17家县
（区）级医院、81家乡镇卫生院和 2099
家标准化村卫生室，并组织全市二、三
级医院对口支援贫困村，解决贫困群
体实际医疗需求。自 2016年起，全市

村卫生室基本药物定额补助增加到每
年 5000元，全市 290个贫困村卫生室
每年补助 2000元。目前，我市已实现
每个村有一所标准化村卫生室，每个
村卫生室都配备至少一名合格乡村医
生，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常见病
不出乡，大病不出县”。

为所有贫困群众建立健康电子档案
为让贫困人口“少生病”，我市为

所有贫困群众建立居民健康电子档
案，实行动态化管理。在全面落实省
免费“两癌、两筛”民生实事项目的基
础上，增加了新生儿耳聋基因和 35种
遗传代谢病筛查项目。近 3年来，省、
市、县三级累计投入资金超 3亿元，惠

及群众 180余万人次，有效阻断了贫
困和疾病的代际传播。同时，积极推
进健康教育进社区、进学校、进农户及
“三减三健”活动，增强群众健康意
识。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贫
困地区卫生环境综合整治，切实做到
让农村人口“少生病”。

“寒门学子”实现应助尽助
“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智。”为打

赢教育脱贫攻坚战，郑州市始终把“不
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的理念贯穿于教育精准扶贫全过程。

在学前教育阶段，我市按照年生
均 600元标准补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3至6岁儿童学前教育保教费，并按照
年生均 40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
费；在义务教育阶段，从 2016年秋季
学期开始，我市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免除学杂费、教
科书费的基础上，按照年生均小学生

1000元、初中生1250元标准对寄宿生
发放生活补助费；在普通高中阶段，对
以往学期因各种原因未享受国家资
助，2020年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可以
新增申报国家资助；在中职学校，全市
具有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学
生中建档立卡家庭学生全部纳入资助
范围，实现了应助尽助。

统计显示，2016年以来，郑州市共
发放资助金额 14.81亿元，惠及学生
177.17万人次。其中，资助建档立卡
学生1.19亿元，惠及22.12万人次。

不让一名学生因疫情而失学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也给教

学带来全新挑战。疫情期间，按照
“停课不停学”的要求，郑州市全面摸
排每所学校的教学组织情况、每个学
生的网上学习情况，准确掌握教学平
台使用情况、学习渠道畅通情况、家
庭线上学习硬件条件，做到不缺一
项、不漏一人。

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非建
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
村低保家庭学生以及农村特困救助供

养学生，我市实施新装宽带费用减免、
免费对既有家庭宽带进行提速、手机
流量赠送和手机定向流量减免等活
动，解决学生线上学习条件上存在的
实际困难。停课不停学期间，我市网
上教学覆盖率实现100%。

返校复课后，全市加强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复学情况的全面摸排。对因
故不能按时返校的学生，安排学校做
好居家学习指导，确保不让一名学生
因疫情而失学。

1697名留守儿童“一人一案”
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共享

教育公平是关键。今年 6月，我市
义务教育招生政策明确规定，应确
保每一名适龄留守儿童能够按时
入学接受义务教育。同时，为摸清
留守儿童底数，我市开展了农村留
守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情况统计摸
排。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1697名留

守儿童（不含巩义），各地学校采取
“一人一案”的方式有针对性做好
教育帮扶。

此外，我市还积极通过建设乡镇
寄宿制学校、申请增设公共交通线
路、提供校车服务等多种方式，为乡
村儿童读书提供便利，确保乡村适龄
儿童不因上学不便而失学辍学。

8.66亿元惠及乡村教师10.86万人次
均衡城乡教育资源，需要让广大

教师能在基层工作岗位上留得住，干
得安心。为此，郑州市把乡村教师支
持计划列入重点工作，制定教育扶贫
政策，在乡村教师补充、职称评审、岗
位设置、评先表优等方面，给予政策倾
斜，以教育助力乡村振兴。

通过财政扶持，郑州市为乡村
教师发放生活补助，按照村委会所
在地或乡镇政府所在地分别给予每
人每月 700 元、500 元生活补助。
2017年以来，全市发放乡村教师补
助资金8.66亿元，惠及乡村教师10.86
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