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奈的轻生呼唤大病救助机制
□赵连卿

因车祸盛春晓全身60%的
皮肤被严重烧伤，面对34万元
的高额医疗费用，他产生了轻
生来缓解家庭负担的念头，一
次吞下100多片安眠药，在没
有达到目的后，又从窗台上跳

下去寻死。(本报7月30日C02、
C03版报道)

我们为盛春晓的遭遇感
到悲伤，如此劫难对每个人来
说都是残酷的，也为他的轻生
念头感到遗憾。当然我们也能
理解盛春晓的内心冲动，面对
34万元的高额医疗费用，轻生
念头也是缘于对父母双亲的
爱，才会不惜以牺牲生命的代

价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盛春晓这样的遭遇并非

个例，在各地或多或少地存在
着，这些事例也戳中了我们当
前医保制度的软肋。虽然目前
我国新农合已经覆盖到广大
农村，医保制度也得到了极大
改善，但是报销手续繁杂、报
销比例低等，对一些费用动辄
几十万上百万元的重病患者

来说，起到的作用并不大。
可以试想，如果我们有

完善的大病救助机制来为
这些患者提供保障，不因一
人患病，全家陷于沉重的经
济困局，患者又怎么会产生
轻生的念头？但目前遇到重
大疾病时，更多的还是来自
于民间的救助，比如前段时
间备受关注的小传旺就得

到了爱心妈妈基金的救助。
因此，相关部门有必要

尽快完善重大疾病的救助
机制，不能让重病患者陷于
绝望的困境，一方面要加大
对重病患者的扶持，让他们
除正常的医保外，能够享受
重大疾病的医疗救助；另一
方面要对重大疾病患者给
予专项救助，比如说设立一

个大病救助基金会，提高重
大疾病的保障水平和覆盖
面。

我们期望大病救助机制
能够弥补医保短板，让每一个
大重病患者的家庭没有后顾
之忧，让每一个患者都能得到
及时有效的治疗，也让那些因
不堪沉重医疗费用负担而轻
生的事件不再上演。

读者刘静：烟台二
中 新 校 区 已 经 开 工 建
设。二中搬到高新区，
学 校 外 迁 这 一 举 措 适

应了城市的发展需要，
对 于 外 迁 地 带 来 的 有
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二 中 作 为 烟 台 的 一 所

知名高中，实力毋庸置
疑，新校区建立后各种
设施齐全，但除了完善
的硬件设施外，师资力

量 更 是 我 们 家 长 关 注
的，希望能有一支专业
素质高、经验丰富的师
资队伍。

新校区有硬件，“软件”也要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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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稍有消防观念的
人，只要细心观察，就不难发
现我们城市繁华背后的隐忧。
消防设施不足，道路的消防
栓、消防水泵设置太少，有的
布局不太合理，已设置的看不
出有人维修保养，一些消防
栓、消防水泵锈迹斑斑，难保
一旦发生火灾时能派上用场。
一些楼层的通道普遍狭窄，有
的甚至还被占用，也很难看到
有关消防安全的标志牌、警示
标志等，还有些高层建筑存在

消防水泵管径太小供水压力
不足等。对这些众多的“消防
欠账”，平安无事之时，人们或
许还体会不到它的危害性，一
旦火灾发生，后果可想而知。

针对存在的“消防欠账”
问题。笔者认为应该改善消
防设施的装置，包括小区道
路、民居楼应急通道等都要
彻底清障，凡属可以遇险逃
生的通道，均用黄线标示并
写明“消防通道，不得占用”
字样，小区内主要道路均应
规定数量设置消防栓。消防
高压泵、疏散通道标志、楼梯
应急标志灯，都要有专人保
养和维修，确保发生火灾时
能派上用场。

谨防“消防欠账”
□林文钦

读者李洪嵩：奥运会
如火如荼，运动员压力挺
大，作为他们的家属，也同
样备受煎熬，烟台妹子魏
宁的家人在比赛当日，就

为避见各路媒体躲了一
天。作为魏宁的父母来说，
可能只想安安静静地观看
女儿的比赛，不管是金牌
还是银牌，胜利还是失利，

他们在乎的不是女儿的成
绩。但是媒体的追逐报道
给他们增加了太大的负
担。在我看来，不管是运动
员还是他们的家人，他们

不是艺人，不需要太多的
曝光，用一颗平常心对待
结果，作为旁观者，更应该
给他们鼓励，减少对运动
员本人及其家人的打扰。

给运动员家人一些空间

相关部门有必要尽快完善重大疾病的救助机制，弥补医保短板，一方面让重病患者除正常的医
保之外，能够享受重大疾病的医疗救助，另一方面对重大疾病患者给予专项救助，比如说设立一个
大病救助基金会。

QQ群：227966397

读者王玲：西大街大
海阳路至海港路路段正在
施工，但是很多车主硬要
往里“闯”，结果被没有盖
儿的下水道“坑”了。其实

发生这样的事儿，谁也不
想。一方面车主要注意，明
明挂着“禁止通行”的牌
子，还“偏向虎山行”，车子
掉坑里也怨不得别人，想

必绕道走一定比掉进坑里
再拖出来的时间要短。另
一方面除了警告牌，能不
能用围挡挡住该路段。最
后，去年西大街就开始封

闭施工，作为一条处于市
区繁华路段的道路，修的
时间也有点太长了，希望
相关部门能尽快将路修
好，方便市民出行。

快快修好路，别再“坑”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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