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患重病只募捐一条路？
本报记者 李楠楠 赵伟 见习记者 宋佳

他们突患重病

巨额费用无力承担

烟大光电信息学院的张嘉是济宁
嘉祥人，本来正积极备战考研的他在
2011年4月查出白血病，做手术至少需
要50万元。在得知张嘉患病后的困难情
况，山东省慈善总会高校分会、烟台大
学师生募捐救助了3万多元。但张嘉在
医院每天花费至少五、六千元的费用，
接受捐助的时候已经花了10万多元。无
奈之下，张嘉一度停药，甚至有时要被
迫出院回家。

今年5月份，烟台大学文经学院大
四学生邵歌旗被确诊为尿毒症晚期，现
在的他只能靠每周三次的血液透析来
维持生命。一个月5000多元的医疗费
用，让这个月收入仅有3000多元的家庭
负债累累，目前已负债近10万元。

为了不拖累家庭，邵歌旗甚至想到
过自杀，是电话里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
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当邵歌旗得知有
合适的肾源时，内心非常挣扎。一颗健
康的肾要25万元，手术费10万元，排异
药物5万多元，加起来要40多万元，这笔
高额的医疗费让身为学生的他绝望了。
不久，邵歌旗所在学院就为他发起了捐
款活动。

6月1日，滨州医学院护理学院在滨
州、烟台两校区同时举行救助白血病学
生房琳爱心募捐活动，截至当日17:00

时，爱心捐款总额3万余元。但第一期住
院化疗期间，每日最低花费约3000元，
住院仅20多天就已花光了家中全部的
积蓄，第二期的化疗、骨髓移植及后期
治疗预计花费达百万元。

高昂的手术费用让这些原本就贫
困的家庭陷入了绝境。值得庆幸的是，
校园内外为挽救他们的生命一次次举
行了爱心募捐。人们在向她们表达关爱
的同时，也不禁提出疑问：面对层出不
穷的学生患重病无钱医治问题，怎样才
能把临时性的救治行动变成长期有效
的救助体制？

就算募捐也只是杯水车薪
那这么多贫困大学生在

校期间得重病，他们是如何
应对的？

据烟台市一位大学教师
介绍，目前大学师生组织的
校内外爱心募捐是主要救助
手段。但对大部分突发疾病
的学生而言，募得的捐款还
是杯水车薪。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文法

系法律专业0 8级1班班主任
王小莉介绍，全院师生共为
邵歌旗捐助了 7万多元，有
不少学生和老师捐了好多
次。“这也是我们想到的唯
一办法。但相对于4 0多万元
的治疗费用，这些只是杯水
车薪。除了组织募捐，我们
也希望让患病学生得到更
好的治疗，但我们的力量实

在太有限了。”王小莉也称，
学校针对这部分学生还会
通过减免学费、发放助学金
等方式来救助，每学期也只
能救助几千元，不能真正解
决难题。

烟台某高校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老师介绍说，学
校每年都会有一些突患疾
病的学生，曾经有单位提供

过帮助，一次两次还行，次
数多了有的就会直接回绝。
也有高校学校老师称，爱心
募捐也好，社会呼吁也罢，都
只是一种非常规的救济手
段，不能成为制度化的可靠
保障。而且非常规方式一旦
采用多了，对一些人来说最
后可能就会变成一种善意而
无奈的施舍。

大病面前保障制度仍缺位
记者了解到，2 0 0 9年底

前全省各类在校 大 学 生 全
部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范围，大学生医保每年
最高报销1 3万元，最高报销
70%。

记者从市医保处了解
到，驻烟高校的在校大学生
将全部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范围。大学生每年个人
缴纳40元，财政补贴200元，其
中，低保、重残大学生参加城

居医保可享受特殊补助，个人
只需缴纳10元。以学生为例，
身体不健康的学生、参保后生
病又想续保的，都不能参加商
业保险，但他们可参加城居医
保并享受医保待遇。

然而即使有大学生医
保，其最终能够发挥效力却
是在患者出院之后，并且还
需要携带身份证和户口本复
印件、加盖医院公章的住院
病历和费用明细以及发票到

校医院办结算报销。这之前
发生的费用依然没有着落。

而且，记者注意到，大学
生医保还没有实现全省乃至
全国联网，住院费用保险报
销还要经过一系列的办理过
程。而且要想享受保险必须
去指定医院就诊，很多药物
也不在医疗保险内，而这些
药物往往花费的费用又比较
大。很显然，大学生医疗保险
并不足以应付那些花销动辄

数十万元的重大疾病。
另外，烟台市慈善总会

的救助也多倾向于有烟台市
本地户口的居民，对于外地
在烟台务工、学习因病贫困
的市民酌情救助，更多采用
的是定向救助。在烟台市慈
善总会网站上，也公布了对
于突患大病的条款规定，条
款中规定的复杂的审批程序
也让不少患病大学生望而却
步。

今年4月，滨州医学院设
立大学生重特大疾病爱心救
助基金，专门救助因患重特大
疾病本人及家庭无力承担治
疗费用的全日制在校学生。

“基金会将实行委员会管理，
专款专用，账目由学校财务
处专门管理。”救助金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滨州医学院校
团委书记张玉龙说，学生需
要救助时，可以向所在分院
提交爱心基金救助书面申请
以及医疗诊断、病历、家庭生
活情况证明等材料，如果学
生本人无法自行完成申请，

可由家属代理。
“这12万元启动资金是孙

菲菲同学转赠别人捐给她的
治病善款。”滨州医学院校团
委书记张玉龙告诉记者。孙菲
菲去年9月底突然查出尿毒
症，母亲张清秀决定捐肾救
女，但15万元的手术费让他们
全家一筹莫展。全校师生加上
社会爱心人士紧急捐款共筹
集手术费272408元。学校将27

万多元手术费送到孙菲菲手
上时，孙菲菲和父母商量后决
定，只接受手术及术后治疗费
用15万元，剩下的全部捐给学

校，用于救助患有重特大疾病
的同学。目前孙菲菲同学正在
术后康复中。

“基金的设立具有偶然
性，但也有必然性。”张玉龙
说，“这些年不少学校都频繁
出现大学生突患重病，很多家
庭困难的学生对于巨额费用
一筹莫展，这就需要我们学校
以及社会有一个长效的机制
和措施来帮助患病的同学”。

今年6月1日，大学生重
特大疾病爱心救助基金首次
启动，滨州医学院身患直肠
腺癌大三学生赵珍获得基金

2万元救助。“这次救助赵珍
同学的2万元，是滨州医学院
大学生重特大疾病爱心救助
基金的第一次启用，有了这
个基金之后，可以避免学校
更多次的组织捐款，真正地
帮到了学生，也发挥了它的
作用。”张玉龙说，“虽然基
金数目有限，但我们希望能
够尝试这么一种机制，将有
限的钱用在关键的地方。但
一个学校的一个团体的力量
毕竟是有限的，我们更希望
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的完善
和健全。”

现状

调查

破冰 烟台高校尝试建立救助基金

今年以来，本报曾对多
起驻烟高校学生因身患重
病，数十万医疗费没着落的
情况进行报道。在这些报道
中，为了挽留这些年轻生命，
广大爱心市民和学校师生都
在第一时间给予爱心捐款。
而这条路，几乎是贫困生罹
患 重 大 疾 病 后 的 惟 一“ 选
择”。除了捐款，谁来为重症
大学生医疗费“埋单”成为广
泛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

滨医为房琳同学募捐的
现场。 记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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