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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 健康九江

镇计生协积极探索多

元化保险工作，引导村

（居）计生协结合自身发展

需求建立相适应的社会保

障机制。下东村就是其中

的一个例子。据统计，

2019年，下东村的“健康家

庭”计生保险覆盖率位于

全镇首位，“为让更多计生

家庭都得到保障，下东村

为每户投保家庭提供补贴

100元，村委每年投入总费

用近4万元，这项惠民政策

已经持续推广3年了”。下

东村相关负责人介绍。另

外，下东村还充分调动各

经济社的力量，走街串巷、

挨家逐户派发宣传单张；

利用宣传活动设摊咨询、

政策解读；在街坊群宣传

发布资讯等多样化、多渠

道的方式推广计生保险，

帮助群众树立保险理念，

引导群众自愿参保。

新时期计生保险工作

是落实“六项重点任务”、主

动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和推

进健康中国行动的一个有

力抓手，是切实减轻群众大

病医疗负担、消除因病返贫

的重要举措，我镇将牢牢围

绕“党委领导、政府引导、市

场运作、体现公益、社会参

与、全民关怀、投保自愿”的

工作方针，继续不遗余力地

做好计生家庭和育龄群众

的帮扶和保险保障服务工

作，推进落实“大健康”政

策，切实提高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一份保单一份保单
为计生家庭撑起为计生家庭撑起““保护伞保护伞””

为增强计划生育家庭抵御风险能力，较好

地解决计划生育家庭后顾之忧，充分发挥计划

生育保险在计划生育家庭精准扶助和关爱关怀

的作用，九江高度重视计划生育保险保障服务，

积极开展生育关怀行动，扎实推进计划生育保

险工作，为广大计生家庭构建全面的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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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以不断满足

计生家庭需求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联合中国人寿公司

共同搭建帮扶关爱平台，广

泛推进“健康家庭”计划生

育综合保险和计生特别扶

助家庭保险，深入实施家庭

意外伤害、重大疾病、住院

医疗、住院护理等方面的计

生保险保障服务。

从2013年起，全镇扎

实推进“健康家庭”计划生

育综合保险工作，为广大计

划生育家庭提供了保障，受

到了群众的肯定和欢迎，取

得了较好成效，实现一张保

单保全家。2019年，九江

镇“健康家庭”计划生育保

险 育 龄 妇 女 参 保 人 数

22982人，个人加保家庭数

2531户，个人加保总保费

105.512万元，位居南海区

首位，累计理赔42人次，赔

付金额59.924万元。

一直以来，市、区、镇都

重点关爱帮扶计生特别扶

助家庭（失独和伤残家庭），

除了提供日常的关爱健康

服务外，还积极投入财政统

筹为计生特别扶助家庭购

买保险。从2019年起，镇

卫计局为镇内共24户（47

人）计生特别扶助家庭每人

每年购买1400元、保额达

34.7万元的家庭综合保险，

其中包含重疾险7万元，意

外伤害、医疗险18万元，住

院医疗险7万元以及住院津

贴2.7万(150元/天)共四大

方面保障；另外，省级为符

合条件的失独家庭每人每

年购买200元、保额达6.36

万的综合保险；区级为计生

特别扶助家庭每人每年购

买100元、保额3.54万元的

护理保险。至今已累计理

赔4人次，给计生特别扶助

家庭减轻了一定的负担。

通过多方面保障，为计划生

育特别扶助家庭撑起爱的

“保护伞”，缓解了家庭后顾

之忧。

一、基本情况

镇、村两级和中国人寿

公司加强联动协作，始终坚

持为群众保障服务的宗旨，

把优质服务贯彻保险的全

过程。镇和村（居）配置固

定服务专员与中国人寿驻

点人员紧密配合，加强日常

业务培训和指导，深入村

居、企业、家庭宣传发动，做

实“三上门”服务（上门宣

传、上门投保、上门理赔），

做到“村村有人跟进，户户

有人落实”。同时，坚持实

施理赔“绿色通道”，理赔时

简化理赔手续，为对象提供

微信报案、理赔政策解读等

多项高效、快捷的绿色服

务，做到公正快速理赔，增

强群众对社区工作的认可

度和保险公司的信任度。

各级计生协充分利用

点多、面广、现长的优势，不

断加大生育家庭保险宣传

力度，充分利用普查普治、

健康讲座、纪念活动日、多

媒体等大力宣传开展计划

生育家庭系列保险的目的、

意义和功能。通过跟踪赔

付、上门服务和入户慰问等

方式塑造计划生育保险民

生保障形象，让基层广大群

众充分了解计划生育家庭

系列保险给计生家庭带来

的实惠，提高计生家庭的参

保意识，持续扩大计生家庭

投保覆盖面。

整理/记者沈芝强通讯员何家仪

二、精准服务，高效理赔

三、广泛宣传，普及保险知识

四、树典型，探索多元保险机制

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

个节气，今年8月7日为立秋。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七月

节，立字解见春（立春）。秋，揪

也，物于此而揪敛也。”

立秋即是秋季的开始，人

们在享受秋高气爽的同时，也

别忘了它还带来了时令主气

——燥。秋燥对人体会产生什

么影响，具体该怎么应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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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能增强血液循

环，改善心脏功能;改善

脑的血液供应和脑细胞

的氧供应，减轻脑动脉

硬化，使大脑能正常工

作。建议每次不少于 40

分钟，速度以中速或慢

跑为主。

》
立
秋
后
宜
做
的
三
种
运
动

中医上讲，秋三月

——阴气始起，早睡早

起。所以在起居上宜早

卧早起，加强夜里的睡眠

时间很有道理，正好借此

以补偿夏日的睡眠不

足。早起时在床上放松

四肢闭目养神一会再起

床，更有利于身体健康。

立秋过后，天气将逐渐转

凉，在居家环境中不宜

24 小时空调全开，尤其

是夜间，尽量少用空调。

可趁早晚清凉时分勤开

窗户通风，流通空气，保

持室内空气新鲜。

立秋后精神调养应

做到内心宁静，神志安

宁，心情舒畅，切忌悲忧

伤感，以适应秋天容平之

气。秋季，天干物燥，人

们容易感到烦躁，情绪不

太稳定，容易导致抑郁症

等心理方面的疾病。一

定要保持开朗的性情，让

自己快乐起来，多和别人

交流，平心静气地对待每

一件事，只有这样才能预

防自己进入抑郁的心理

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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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到了秋季，由于气

候宜人，食物丰富，往往进食过

多。摄入热量过剩，会转化成

脂肪堆积起来，使人发胖。在

秋季饮食中，要注意适量，而不

能放纵食欲，大吃大喝。建议

吃些高蛋白的食物，如鸭肉、泥

鳅、鱼、猪瘦肉、海产品等，既有

清暑热又有补益的作用，可以

放心食用。

◎不要暴饮暴食

秋天应当少吃一些刺激性

强、辛辣、燥热的食品，如尖辣椒

等。另外，还要避免各种湿热之

气积蓄，凡是带有辛香气味的食

物，都有散发的功用，因此提倡

吃一些辛香气味的食物如芹菜。

◎少吃刺激食品

中医养生小常识认为，苦燥之品易伤津

耗气。秋季燥邪当令，肺为娇脏，与秋季燥气

相通，容易感受秋燥之邪。许多慢性呼吸道

疾病往往从秋季开始复发或逐渐加重。所

以，秋令饮食养生应忌过燥的食物，比如一些

煎炸类的食物。

◎应忌过燥的食物

一般来说，喝些绿豆汤，吃些莲子粥、薄荷

粥是很有益处的。多吃一些新鲜水果蔬菜，既

可满足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又可补充经排汗而

丢失的钾。

◎适当吃一些解暑清凉的食物

由于秋季天气由热转凉，人

体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生理代谢

也发生变化。饮食特别注意不

要过于生冷，寒冷食物容易导致

肠胃消化不良，发生各种消化道

疾患。其次，经过一个长夏后，

人们的身体消耗都很大，特别是

一些老年人，大多脾胃虚寒，因

此，在选择食物时，不宜过于寒

凉，例如：西瓜、梨、黄瓜等，其性

味寒凉，多食可能伤及脾胃，所

以要少吃。

◎饮食不要过于生冷

◎跑步

立秋后早晚温差大，

空气温度随着山坡高度

的上升而递减，这时爬

山，可使人的体温调节机

制不断处于紧张状态，从

而提高人体对环境变化

的适应能力。另外，爬山

对心肺功能的锻炼效果

更佳。建议登高速度要

缓慢，上下山时可通过增

减衣服，达到适应温度的

目的。

◎爬山

相比室外运动，这种

室内运动让人感觉舒适，它

的运动效果也不错。据有

关数据显示，一场正规的羽

毛球比赛，运动强度要比一

场足球赛还要大。建议运

动前准备活动至关重要，以

免受伤。

◎羽毛球

■镇党委委员刘莉华以及镇

卫计局相关负责人联合中国

人寿保险公司落户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