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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培训送岗位送技能
贫困户靠双手脱贫

给扶贫对象一份工作，能
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永远
脱离贫困。在济宁，诸多贫困
户通过在种植、电商加工、服
装等不同特色扶贫车间就业，
实现了从脱贫到小康乃至致
富的转变。

18日上午，曾经的贫困户
包井芝正在邹城一家葡萄大
棚里忙活着，一天下来，他能
挣四五十元。“老伴身体不好，
唯一的儿子精神不好，外出冻
伤截肢后也没有了劳动能
力。”提起自己的家庭情况，62
岁的包井芝不禁叹了口气。鉴
于他家的情况，中心店镇给他
们一家三口办理了低保。在就
业扶贫工作开展后，镇里又推
荐他来这家农业公司打工。

“在这里一边打工一边学习种
植技术，等待时机成熟，我也
打算承包大棚自己当老板。”
包井芝满心憧憬地说。

今年3月30日，梁山县人
社局工作人员前往拳铺镇潘
庄村、高庙村，将600多份《企
业招聘岗位信息》送到贫困户
手中，这里面有适合农村贫困
户的56家企业213个就业岗
位，详细标明了对求职人员年
龄、性别、学历、技能等要求，
以及员工享受的待遇、各项福
利等，帮助贫困户及时掌握招
聘信息求职，及时就近就地实
现就业脱贫。

扶贫先要扶智，从根本上
破解贫困问题，让贫困家庭走
出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加大
培训是根本之策，每位贫困户
在实现就业前，都在技能培训
课堂上学到许多知识。

自从实施精准扶贫以来，
济宁市人社局将技能培训班
办到乡镇、村居，让具有劳动
能力并愿意学习技能的扶贫
对象就近就地接受免费培训。
围绕乡村特色产业和家庭服
务产业发展，采取 “技能培
训田间课堂”、“培训大篷车下
乡”等形式，组织开展了“短平
快”式培训，真正让贫困人口
至少掌握一门实实在在的生
产技术或劳动技能。

贫困对象想创业脱贫
资金扶持及时送到

资金问题是摆在创业者
面前的最大难题，而对于自身
经济条件不好的贫困户来说
筹集资金更是难上加难。对有
创业需求的贫困户，送资金最
现实。

汶上县次丘镇东温口村
有家小超市，这是村里精准扶
贫对象刘霞开的。刘霞和丈夫

患有不同的疾病，都是残疾
人，今年9岁的儿子也和父亲
得了一样得病，村里给三口人
办理了低保。在村里人支持
下，刘霞开了间小超市，挣些
零花钱。“我申请了两万元的
创业扶贫贷款，前两个月把小
超市扩了些店面，多摆几种
货，就能多挣一点。”刘霞很乐
观，丈夫还能在地里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活，一家人的日子，
肯定会越来越好。刘霞享受的
创业扶贫贷款，是2015年底济
宁市在全省率先出台的创业
扶贫担保贷款政策。

为帮扶有创业愿望、创业
能力的贫困人员彻底摆脱贫
困现状，针对扶贫对象资金短
缺以及担保难的问题，济宁市
人社局对贫困户中从事农林
牧副渔生产经营活动且符合
创业担保贷款条件的人员，按
实际经营需要，提供相应额度
的免担保、免抵押创业贷款，
政府通过贴息、风险补偿等措
施降低贷款风险，变“输血”为

“造血”，带动贫困人口创业，
尽快实现脱贫致富。

实际上，对于吸纳贫困户
就业的企业、车间，济宁市人
社局也没有忘记扶持。

对设立“就业扶贫车间”
的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
业并签订劳动合同的，按规定
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
贴。同时，设立2000万元的创
业扶贫担保资金，设立“就业
扶贫车间”的企业按规定享受
创业扶贫担保贷款政策和贴
息，并按招用符合申请创业担
保贷款条件的人数，给予最高
额度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扶
贫担保贷款。贫困人员创业的
可享受最高3万元的“免担保、
免抵押”的创业扶贫贷款，政
府给予全额贴息。

13 . 5万人免费全员参保
贫困户不怕病不起

家住任城区唐口街道办
事处程庄村的许秀兰，患有冠
心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儿
子又患有腿部残疾，一家人日

子过得十分拮据。
了解到她家的情况后，任

城区人社局将其纳入医保精
准扶贫对象，建档立卡进行帮
扶。前段时间，许秀兰因冠心
病严重需要安装支架，就在一
家人为医药费犯愁的时候，医
保扶贫解决了费用难题。

许秀兰的儿子告诉齐鲁
晚报记者，正常来说，安装支
架前后加上住院，总共得在医
院里花两三万元，但是得知是
精准扶贫对象后，母亲做完手
术，医保报销完，总共才花了
四千多元，这样大大减轻了家
里的经济负担。

医保扶贫是济宁市精准
扶贫行动的重要部分。对于因
病致贫的家庭来说，医保扶贫
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
为让所有扶贫对象都能享受
医保扶持，济宁市人社局实施
了全员参保扶贫攻坚行动，确
保将扶贫对象全部纳入覆盖
范围。截止2017年3月底，济宁
市医保信息系统中标识扶贫
对象13 . 5万人。

扶贫对象参加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由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向同级财
政部门统一申报、给予全额补
助。2016年度部分贫困户个人
进行了缴费，济宁市人社局积

极协调财政部门，划拨医保扶
贫专项补助资金，为1 . 8万名
已缴费扶贫对象返还政府补
助资金252万元，所有扶贫对
象均享受到了政府全额补助
的政策。

完善慢性病鉴定制度
47种慢病可以报销

患有慢性病的扶贫对象
常年在门诊看病拿药，门诊医
疗费支出较大、负担较重。针
对这种情况，济宁市人社局完
善了慢性病鉴定制度，将47种
慢性病纳入门诊报销范围。

据济宁市人社局医疗工
伤失业保险科科长纪志强介
绍，门诊慢性病集中鉴定由原
来每年2次增加到4次，一季度
集中鉴定一次，恶性肿瘤患者
等7种甲类疾病可随时鉴定。
对病情较重或行动不便的，组
织专家到扶贫对象家中进行
现场鉴定。2017年第一季度慢
性病共鉴定356人，目前已有
8233名扶贫对象鉴定为门诊
慢性病，享受到不住院也能报
销医疗费的待遇。

从门诊到住院、从基本医
保到大病保险，推出了“三降
低、四提高”医疗保险精准扶
贫政策。

所谓“三降低”，即降低慢
性病门诊、住院和大病保险起
付标准：经鉴定为慢性病的扶
贫对象，门诊就医报销起付标
准由500元降为200元；扶贫对
象在一、二、三级定点医疗机
构住院，起付标准由原来的
200元、500元、1000元分别降
为100元、300元、500元；大病
保险起付标准在省规定降低
50%的基础上，全面取消了扶
贫对象的大病保险起付标准。

所谓“四提高”，即提高慢
性病、住院、大病保险医疗费
报销比例和大病保险最高支
付限额：慢性病甲类病种报销
比例由原来的 7 0 %提高到
80%、乙类病种由原来的60%
提高到70%；在一、二、三级医
院住院，医疗费报销比例由原
来的80%、70%、55%分别提高
到90%、80%、65%；大病保险
每段报销比例提高5%；大病
保险最高支付限额由30万元
提高到50万元。自2016年3月
政策实施以来，精准扶贫对象
门诊慢性病就医56837人次，
发生医疗费5346 . 3万元，医保
报销4546 . 8万元，报销比例达
到85%；住院就医48523人次，
发生医疗费2 . 8亿元，报销2 . 3
亿元、报销比例达到81%。

济宁市人社局精准扶贫持续发力，解决就业、医保难题

有有了了这这些些““福福利利””不不愁愁看看不不起起病病
2017年，济宁市将在全省

率先实现全面脱贫。自2014年
以来，济宁市人社局通过开
展免费就业创业培训、按月
举办精准扶贫招聘会、开发
公益性岗位等形式，让贫困
群众掌握一技之长、就地就
近就业。同时，在医保扶贫方
面，在全省率先实施全员参
保、门诊医保、待遇提升三大
医保扶贫攻坚行动，减轻扶
贫对象的医疗负担。

本报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季昌栋 衣媛 李金山

在扶贫车间打工，每天能挣四五十元。 本报记者 贾凌煜 摄

医疗保险减轻患者负担。 本报通讯员 张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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