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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涨时时代代的的

人人性性低低保保
本报记者 周锦江 实习生 孔萱

猝不及防的，“蒜你狠”，

“逗你玩”、“姜你军”闯入普通

百姓的生活。似乎整个 2010 年，老

百姓们都在与高物价做着斗争，这
其中，收入有限的低保户们成为

“涨时代”下最为艰难的一群人。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生活的愿

景离不开健全的制度保障。 2010

年，潍坊市两次提高低保标准，并
首次发放一次性价格补贴，被称为

最有人情味的补贴。人们愿意相

信，这将是潍坊社会保障体系日臻
完善的一个缩影，也是都市化进程

中一个温暖的符号。

低收入者的专属档案

68 岁的王玉亭和老伴住在闺女
家的房子里，王玉亭给人修鞋一天

能赚 20 块钱。老伴患有糖尿病，

药费是家里最大的开销。

早饭：煎饼，两块五；午饭：

窝窝头加咸菜，三块；喝点稀饭。

每天下午，菜市场要闭市的时候，

老王就去拣一些别人不要的菜带回

家。这样，老两口一天的开销能维

持在 6 块钱。

今年，老王如愿申请到低保，每个

月能领到 400 块钱，对于老两口而

言，这已经是一笔巨款。老王说，

他盘算以后偶尔割点肉买点鸡蛋

吃，改善改善生活。

最后，老人还不忘嘱咐记者，“帮

我感谢共产党，感谢各级民政首

长，感谢居委会领导。”

数十、几百元，对于高薪阶层
而言可有可无。但是在靠吃低保度

日的低保家庭里，就是好几天的饭
钱。在考虑到物价上涨的情况下，

潍坊除了一年两次提高低保之外，

还发放一次性的生活补贴，社会保

障更加精确，且富有人情味。

低保标准一年两涨

见到蔺希芳时，她带着墨镜，

由女儿小任搀扶着。见到陌生人，

她俩显得有些紧张。

“我眼睛不好，左眼做了一次

手术，右眼做了两次，花了五六万

了，就是不见好。”蔺希芳患有糖

尿病，白内障，并且糖尿病还引起
了视网膜脱落。那双眼睛，基本上

不能见光，也很难看清什么东西。

蔺希芳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三十岁

了，嫁到了农村。

小女儿刚从济南一所专科院校
毕业，学的是建筑，为了照顾母

亲，一直没有出去工作。当被问及

女儿的姓名时，蔺希芳急道，“别

问了，也别写，写了让别人知道，

人家会怕我们拖累他们，不要我女
儿”。

小任在旁边一直抿着嘴，一言

不发，眼眶微微泛红。

“我不太敢吃东西，要不这病

受不了，也不敢花钱，就吃点馒

头，豆芽，白菜，什么便宜吃什

么”蔺希芳说一天全家吃饭基本不

会超过十元，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

她老伴给人开车，一个月能赚 1000

左右。每月的医药费再加三人日常

开销，常常入不敷出。“不连医药

费也得 800 多吧”。

当问到今年的低保补助时，蔺

希芳说，今年他们每个月可以拿到

400 元，比起去年的每月 300 元，

今年已经提高了很多，“这样下来

一年可是 5000 左右呢”，虽然今年

物价太贵，但是提高了的低保金还

是能够帮着他们减轻很大的负担。

就在今年，低保标准上调了两次。

最有人情味的价格补贴

低收入人群价格补贴机制终于

正式启动。潍坊市在 12 月份开始

向低保、五保对象发放数十元不等

的一次性补贴。这是自 2008 年 11

月建立价格补贴机制后，潍坊首次

按物价水平发放补贴。

今年 36 岁的郭宝杰，夫妻俩没

有房子，带着女儿，现在和公公婆

婆一家五口挤在 5 3 平方米的房

里。

郭的丈夫一个月 1000 多的工

资，这笔钱不足以让家里人吃上

肉。“我们会时不时买些鸡蛋给女

儿，偶尔给她买点炸肉，每天花销

一般不超过 20 元。”

郭宝杰无奈地说，想想女儿，

感觉挺心疼她。

“去年的时候我们每个季度可

以领到 600 元的低保金，今年上调

后每个季度可以领到 800 元的低户

金，下个季度应该是涨到 1000 元

了。”郭宝杰说，每个季度领的低

保金虽然不能够解决眼前困难，但

是也可以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不至于

因为物价昂贵而降低太多。

“最大的愿望，就是女儿能有

一张床。”这是老郭最大的愿望，

她不要求多有钱，现在也不敢想能

买得起房子，只想让女儿舒舒服服
的有一个小床，能够自己睡觉就

好。

一个城市的发达程度，不仅仅在于她有多少
高楼、有多少商场，更为重要的，是让所有居民能
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还能够借助完善的体制保

障，微笑着面对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