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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民生心愿

扎根医疗第一线，却没有“归属感”

乡村医生希望待遇提高
本报济宁2月8日讯 (记者

韩伟杰) 本报两会“民生心愿”
栏目开通后，不少市民打来电
话，提出自己的民生心愿。任城
区一位姓张的乡村医生打来电
话，希望提高乡村医生的待遇，
能成为两会上考虑的事，“很多
乡村医生现在都是自负盈亏，如
果政府能出资为我们这样的乡
村医生负担养老保险，让我们老
有所养就好了。”

记者从济宁市卫生局基层

卫生科了解到，目前济宁市共有
18000多名乡村医生，分布在各
县市区的村庄，成为最贴近农村
百姓的医疗服务者。百姓有个头
疼脑热，乡村医生就成了农村离
不了的“及时雨”。

蒋翠娟在兖州市龙桥街道
韩家楼村做了16年乡村医生，负
责附近两个自然村、千余户村
民。村民们有点发烧咳嗽，都回
来找她。“我们没有周末，也没有
节假日，谁家有个头疼脑热的说

去就得去。听说过要提高乡村医
生的待遇，但在村里做医生，更
多的就是图个心安，村民们信
任，我们也就有了成就感。”蒋翠
娟说。

“目前我市大部分县市区的
乡村医生保持农民身份，给村民
看病自负盈利。”济宁市卫生局
基层卫生科副科长邱海燕介绍
说，目前济宁市正在推广乡村医
生的补助，让乡村卫生室只负责
基层医疗服务，不再具备盈利性

质，政府出资每年给予每名乡村
医生6000元补助，“现在这一政
策已经在嘉祥、梁山和济宁高新
区推行，下一步将在其他县市区
推广。”

“乡村医生是基层卫生系统
不可或缺的，为基层卫生事业做
了很大贡献。提高基层医疗工作
者的待遇是未来政策的一个走
向.乡村医生的养老保险问题，都
在政策的考虑范围之内。”邱海
燕说。

8日下午，开完人大预备会回到宾馆，
翟玉田还在和同是居委会主任的许兴志
交流社区管理的经验。只用了十多分钟的
时间，翟玉田的笔记本上就写了三四页，
但在社区管理中进行摸索和实践，他用了
27年。

“城市居委会应以‘服务’为重。”翟玉
田说，这是创新社区管理的关键，政府要
加大对投入、完善社区基础设施，而不应
该把经济、税收任务压给居委会。

而由农村改成的社区，除了发展社区
服务，还要考虑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农
民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依靠，如何保障和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应是政府考虑的重
点。”翟玉田说，村改居的社区发展应该一
边发展社区服务，加强对居民养老、文化
等方面的服务和管理，一边利用村里原有
的集体资产发展社区经济，提高百姓的物
质生活水平。

“我们社区的居民每月都能领到米、
面、油和鸡蛋等生活必需品，还有补助
金。”翟玉田说，社区居民生病了，除了新
农合和医保报销外，居委会还会再为居民
报销大部分的费用，看得起病，不愁养老，
文化生活丰富，老百姓才能真正过上城里
人的生活。

◎基层声音◎

残疾人出行不便，基层无障碍设施太少

残疾人盼享更多“无障碍”

市民李先生：大病医疗救助应该扩
大范围，让更多百姓享受实惠。

市民孔先生：城区一些道路很拥
挤，例如刘庄路、健康路等，上下班时段
都会很拥堵，亟待疏通。

市民姜先生：现在大学生毕业后工
资待遇普遍较低，相关部门能否出台一
些保障性措施，提高刚毕业的大学生薪

金待遇。
市民姜女士：16路公交车如果能再

往北开一段就好了，不通公交车，时庄、
芦庙等村的孩子上学非常不方便。

市民刘先生：道路两边的绿化带要
保护好，有些市民随意践踏，对城市景
观影响很大。

本报记者 韩伟杰 整理

今年两会期间，本报联合12345市
长公开电话办公室，共同倾听“民生心
愿”，并将您的心愿捎上两会。

如果您有什么话要说，可拨打本报
互动热线 :2110110；也可发送邮件给我
们，邮箱：yunhe110@163 .com；还可以登
陆本报腾讯官方微博留言，微博地址 :
http://t.qq.com/qlwbjr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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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无碍的设施，残疾人步行才能更加便利。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本报济宁2月8日讯 (记者
岳茵茵) “我是梁山县的一名残
疾人，出行离不开轮椅，但基层
的无障碍通道太少了，建议多增
添些无障碍设施。”8日上午，梁
山县的刘先生拨打民生热线反
映，城市建设的步伐很快，但无
障碍设施的建设却比较滞后。
2014年济宁就要承办全省残疾
人运动会，济宁市应该在基层完
善无障碍设施。

盲道中的一个障碍物，人行
天桥上的一个陡坡……刘先生
说，这些在正常人的行走中不会
造成任何障碍的东西，却成了残
疾人面前不可跨越的鸿沟。刘先
生因一次意外的车祸，再也无法
像正常人那样行走，20多年一直
靠轮椅代步。“梁山县很多商场、
银行、公厕门前都只有台阶而没
有残疾人使用的斜坡，想去这些
地方必须靠别人帮助才行。”

“我们不想麻烦别人，只希
望无障碍设施建设能跟上城市
发展的脚步。”刘先生说，2014
年，济宁承办第九届全省残疾人
运动会，希望无障碍设施的建设
能更加完善。

“最近几年城市化进程很

快，残疾人对无障碍的要求越来
越高，城市也应尽快适应他们的
需求。”济宁市残联的一位相关
负责人介绍，济宁市有48万残疾
人，而济宁的无障碍设施相对来

说，还比较匮乏。尽管我国已经
出台了《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
碍设计规范》相关文件，但在县
级全面普及还需要一个过程。

“2014年的省残运会，给济宁的

无障碍设施提出新了的要求，一
些景区、宾馆、酒店更多服务行
业都应满足残疾人的需求，我们
呼吁有关部门，尽快完善无障碍
设施，让残疾人出行更加便利。”

人大代表、市中区阜桥街道蒋林社区

党支部书记 翟玉田———

居委会工作
应以服务为重

人大代表、市中区南苑街道南苑社区

党支部书记 许兴志———

用文化生活
提高居民素质

“城中村改造，除了提高居民的物质
生活水平外，还要丰富居民的娱乐文化生
活。”许兴志说，现在城区吃不上饭的老百
姓很少了，如何丰富老百姓的文化生活，
是社区服务的重点。南苑社区在旧村改造
的过程中，特别注重这一点。

治安巡逻，文艺演出，居民养老等民
生问题，都是许兴志认为特别重要的社区
民生问题。老旧小区脏、乱、差的问题如何
改变？许兴志认为，除了政府加大对社区
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外，还要加强对老百
姓的宣传教育和监督管理。

“改善老城区的环境风貌，公民素质
的提高是关键。”许兴志告诉记者，要提高
公民素质，就需要教育。虽然现在社区里
都有人口学校，但因为社区工作人员较
少，没有很好的利用起来。包括社区书屋
和远程教育，没能引起居民的兴趣。

“老百姓是需要引导的，在文化娱乐
生活中潜移默化地让居民提高自身素质，
也许更容易令居民们介绍。”许兴志说，为
了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南苑社区居委会
给社区文艺演出队每人配了九套演出服，
鼓励他们自娱自乐的同时，为社区居民带
来欢乐。“居民精神层面的需求得到满足，
邻里关系会更加融洽，社区才会更加和
谐。”

(本报记者 范少伟 姬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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