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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新建标准化特殊教
育学校 1 处；

市儿童福利院和县
级福利中心力争年内投
入使用；

实行医疗救助“一站
式”结算县级全覆盖；

提高大病医疗救助
水平，对 0 — 6 岁残疾儿
童实施公益性抢救康复。

民生实事四

加强社会救助

百名福娃入住市儿童福利院
目前正在招募寄养家庭，让福娃享受家庭温暖

围绕促进公平、提高
质量，进一步加大教育投
入，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全
面发展。

每个乡镇建设一处中
心幼儿园，对孤儿、家庭困
难和残疾儿童入园每人每
年资助 1200 元。

加快推进中小学办学
条件标准化建设工程、校
舍安全工程和农村中小学

“ 211”工程，新建重建农村
中小学校舍 17 万平方米，
将农村初中和小学家庭困
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提
高 25 元；新增城区小学教
室 120 个，班额控制到 50
人以下。

完成聊城高级财经职
业学校和聊城高级工程职
业学校新校区建设。

深化同聊城大学、山
东工程技师学院等驻聊高
校的合作，支持聊城职业
技术学院、东昌学院加快
发展。

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
展。

民生实事五

改善教育条件

不少农村娃搬进新教学楼
城区新建的两所小学已经投用，另一所主体已经完工

孤儿供养费

每人每月 1200 元

家住东昌府区沙镇的老王
今年 50 多岁了，老伴瘫痪在床，
自己身体不好，一个儿子还在
上大学。2010 年他申请了农村
低保。“现在低保每个月可以多
领 100 多块钱，能减轻不少负
担。”老王说，今年 1 月 1 日起，
低保标准提高到每年 1800 元，
他们每个月可以多领近 100 元，
儿子生活很节俭，多出来 100 元
钱，够儿子半个月的生活费了。

自今年 1 月 1 日起，全市农
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
人每年 1400 元提高到 1800 元，
农村五保分散供养标准每人每
年由 1400 元提高到 2520 元，集
中供养标准由每人每年 2600 元
提高到 3600 元。明年起城镇“三
无”人员可按低保的 150% 享受
生活保障金。

从 2013 年起，东昌府区辖
区内符合条件的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可以参照孤儿待遇享受基
本生活费，其中，社会散居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每人每月 720 元，
社会福利机构养育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每人每月 1200 元。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
活费发放对象是：父母死亡、失
踪、重残、服刑导致无人抚养的
未满 18 周岁的公民。另外，成年
后仍在校就读的，继续享受儿
童基本生活费。

本报记者 邹俊美

“现在我在聊城七中上学，
老师比乡下老师教得好，而且我
在福利院结识了很多好朋友。”
今年 8 月，孤儿小丽（化名）被接
到聊城市儿童福利院生活，和有
着同样经历的姑娘住在一个房
间，房间是标间，还有专门写作
业的桌椅，这些小丽家里都没
有，她和同伴相处得很融洽，一
起被送到附近的七中上学。

今年 8 月 8 日，位于柳园北
路的聊城市儿童福利院正式启
用。一期工程三栋楼成 U 形，南
楼是办公和康复楼，2-4 楼是宽
敞明亮的康复室，北楼是宿舍，
西楼一楼是厨房，二楼三楼是餐
厅。一期已经入住了 100 多名孤
残儿童。

市儿童福利院是集收养、救
治、教育、康复、特教于一体的儿

童福利机构，共设有 17 个功能
房，包括水疗室、多感官训练室、
引导训练室等，为全市城乡孤
儿、弃婴和无家可归的残疾儿童
提供养育、医疗、康复、特殊教

育、心理辅导、职业培训等服务。
为了让孩子们享受到家庭

的温暖，目前福利院正在招募寄
养家庭，有意向的市民可与福利
院联系。 本报记者 邹俊美

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
看病报销不再东奔西跑

“现在看完病结算，在医院
窗口可直接进行医疗救助报销，
不用东奔西跑了。”在东阿县人
民医院新农合报销处，东阿县刘
集镇村民老陈给妻子看完病结
算时发现，原来要跑好几级部
门，如今可以一次性报销。

工作人员告诉老陈，如果是
低保户，可以先把低保证和合作

医疗证交到窗口，等病人出院
时，直接报销。老陈妻子住了 5
天院，一共花了 6000 多元钱。到
医院窗口结算，新农合报销了
70%，剩下的还可以申请办理医
疗救助，只要在统筹范围内的费
用就可以报销 50%。窗口结算完
后，老陈只付了 1000 多元医疗
费用。

东阿县医保科一负责人介
绍，以前只有新农合才能直接在
医院结算窗口报销。低保户看病
享受的医疗救助，要先报到村
里，村委会再报到乡镇民政所，
民政所再报到县民政局，县民政
局一季度对报上的材料审核一
次。要拿钱，低保户得来回跑好
几趟。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民生答卷

聊城市儿童福利院 2010

年 5 月开工建设，今年 6 月投
入使用，规划占地 26978 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 23596 . 5 平方
米，设计收养床位 500 张。目
前，100 多名孤残儿童入住儿
童福利院。

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
目前已实现县级全覆盖，基
本所有乡镇卫生院都被设为
定点医院救助医院，县(市)区
一些大医院也都设有医疗救
助窗口。

孤儿供养费提高，社会
散居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每人
每月 720 元，社会福利机构养
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每人每
月 1200 元。

小福娃们在福利院里做游戏。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27 日下午，冠县黎巴嫩女子
小学新落成的两层红色教学楼
里传来朗朗读书声。该校张校长
介绍，原来的校舍已经成为危
房。因校舍改造项目，学校才建
起了新的教学楼。现在，学生们
在窗明几净的新教学楼里学习。

这只是农村校舍改造的一
个缩影。今年以来，全市农村中
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开工建设项

目 134 个，实际建筑总面积 31.28
万平方米，比 2011 年增加 4 万平
方米。

按照市政府三年规划，聊城
城区学校建设工程中的怡景园
小学和聊城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已投入使用，聊城二中附属小学
主体已完工，正在进行装修。

新建小学，目的就在于控制
班额。城区小学班额控制在平均

56 人以下，新建小学班额控制在
平均 50 人以下。

“曾经，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流失一直是教育难解的问题。但
近年来，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流失
得到有效缓解。”聊城市教育局
工作人员介绍，小学在校生巩固
率保持在 99% 以上。城区小学大
班额现象得到缓解。

本报记者 凌文秀

冠县黎巴嫩女子小学的学生们从成危房的老校舍搬进窗明几净的新教学楼。

民生答卷

2012 年计划新建、改扩建的
76 所乡镇中心幼儿园中，有 61

个项目已经开工，29 个项目完
成主体工程，7 个项目全部竣
工。另外，还有 19 个乡镇中心幼
儿园通过省级验收。

2012 年，聊城农村中小学校
舍安全工程开工建设项目 134

个，城区两所小学投入使用，一
所主体完工。

2012 年，“ 211 ”工程投入资
金 1445 万元，实施项目 63 个，
受益学生 72269 人。“绿色班班
通”试点班级达到 6132 个。中小
学专任教师“人手一台微机”工
程配备的教师用计算机达到
32129 台，年底这项工程将全面
完成。

据了解，学前教育按照在园
幼儿 10% 比例对家庭经济困难
儿童和孤残儿童进行资助，每人
每年 1200 元。家庭贫困寄宿生
生活费补助标准执行初中 1250

元、小学 1000 元，受助比例不低
于 10%。高中贫困生平均每人每
年资助 1500 元，受助比例不低
于 10%。中职学生每人每年资助
1500 元。农村小学生均公用经费
达到 600 元，初中达到 800 元。

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水
平进一步提高。合并新建的两所
职业学校，目前已投资 5 亿元，
建设项目的 26 栋单体建筑主体
已竣工。


	LT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