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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兹有铺主黄连娇不慎遗失佛
山市兴帮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东
区铺位 193A 号合同定金收据一
张，收据号码：1285441，金额为
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正，现声明
作废。

特此声明
声明人 ：黄连娇

2021 年 11 月 23 日

▲佛山市南海区源富家居用品厂
（投资人：黄文林）遗失财务专
用章、发票专用章及业务专用章
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桂城派出所叠滘社区民警中队
遗失《广东省没收、收缴、追缴财
物收据》2 份 ：（1）EG03757356
（一式四联），（2）EG03757357
（一式四联）；遗失《广东省暂时
扣留 、 冻 结 财 物收 据 》 1 份 ：
（1）EC03273319 (第二联 )，现声
明作废。
▲佛山市南海区俊文职业培训学
校（法人：郑绍森）遗失财务专
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南海区叙安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法人：方巧）遗失公
章及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现声明
作废。

问：救助费用保障覆盖范

围是什么？

答：意见规范救助费

用，满足基本保障需求。救

助费用主要覆盖救助对象在

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住院费

用、因慢性病需长期服药或

患重特大疾病需长期门诊

治疗的费用。由医疗救助

基金支付的药品、医用耗

材、诊疗项目原则上应符合

国家有关基本医保支付范

围的规定。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起付

线以下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

付费用，按规定纳入救助保

障，降低“门槛费”负担。

对于基本医疗保障政策

范围外的费用，在完善多层次

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中已有统

筹考虑，包括稳定巩固保障水

平、综合降低就医成本、引导

社会力量参与等。

托底措施重点向大病慢病患者倾斜
国家医疗保障局解读《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明确救助对象范围、
救助费用保障范围、起付标准和救助比例等。

“要重点平衡好效率和公平、共济与托底的关系，筑牢中低收入家庭托底保障防线。”国家医疗保障局
相关负责同志就医疗保障托底保障谁、如何托、托到什么程度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问：在减轻困难群众和大病患者

医疗费用负担上，有哪些总体考虑？

答：意见聚焦1个目标，即聚焦

减轻困难群众重大疾病医疗费用

负担，夯实医疗保障制度托底保障

功能，筑牢中低收入家庭基本医疗

保障“安全网”，扎实促进共同富裕。

为此，意见明确 5项重点举

措，包括科学确定救助对象范围、

强化三重制度综合保障、统筹完

善救助托底保障方案、建立健全

防止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注

重发挥慈善救助与商业健康保险

等补充保障作用。

此外，要强化4个配套措施，

从服务、组织、资金、能力等要素保

障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包括规范经

办管理服务、强化组织保障、加强

基金预算管理、提高基层能力建

设水平等。

问：救助对象范围有什么新

变化？

答：对象分类管理更精细。在

做好低保、特困、易返贫致贫人口

等低收入人口救助的同时，延伸覆

盖低保边缘家庭、因病支出困难家

庭重病患者。意见继续以低保对

象、特困人员为重点救助人群，同

时规范救助对象管理：

一是优化救助对象分类。以

收入困难和医疗费用负担为导

向，细分救助对象类别，明确覆盖

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

庭成员和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等

低收入人群。

二是对因病致贫重病患者

实施救助。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考虑支出困难因素，将因高额费

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

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纳入救助

范围，并要求省级相关部门明确

认定条件。

三是对地方规定的其他特殊

困难人员，允许因地制宜，按照其

对应的救助对象身份类别，给予相

应救助。

问：在统筹优化托底保障

机制上是如何考虑的？

答：意见着眼于促进救助

制度公平、可持续发展，提

出了夯实医疗救助托底功

能的相关措施。

除规范救助费用外，意

见还确定了基本 救 助 水

平。按照经济越困难、医疗

负担越重，救助水平越高的

原则，合理设定待遇支付

“三条线”。比如，对低保对

象、特困人员原则上取消起

付标准，低保边缘家庭成

员、因病支出困难重病患者

参照统筹地区上年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一定比例，设定

不同起付标准，避免救助资

金“撒芝麻”。

救助比例上，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按不低于 70%救

助，其他救助对象由各地根据

实际确定略低于低保的救助

比例。年度救助限额也根据

基金实际支撑能力合理确定。

同时，意见进一步完善

托底措施，重点向大病慢病

患者倾斜。从原有住院和门

诊慢特病保障项目分设、资

金分别管理，调整为统一项

目、统筹资金、共用年度救助

限额。对经三重制度保障后

个人负担仍然较重的救助对

象，由地方根据实际对其政

策范围内自付费用再给予倾

斜救助。

针对仍有部分特殊重

大疾病患者反映负担较重

问题，意见在总体制度设计

中做了统筹考虑，包括统筹

实施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优

化管理服务降低医疗成本、

发展补充保障满足多元需

求。

（新华社）

加快形成多层级医保体系

救助对象范围进一步延伸

拉萨烈士陵园纪念碑前，每

天有参观者前来祭奠。这里，长

眠着为进军西藏和建设西藏献

出生命的英雄儿女。

时光流逝，这些英雄儿女和

一代代后来人共同凝聚的“特别

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

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

“老西藏精神”，激励各族干部群

众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

千年”的人间奇迹，书写着新时

代雪域高原的崭新篇章。

精神，锻造于高原
拉萨火车站，一列列客运列

车频繁进出，往来客流源源不

断；拉萨贡嘎机场，设施先进的

新航站楼迎接着天南海北的旅

客。

在和平解放前，偌大的西藏

没有一条公路，从青海西宁或四

川雅安到拉萨往返一次，需要半

年到一年时间。

进藏之路，难于蜀道。当年

进藏女兵李俊琛曾回忆：“每个

人的背负重量不少于50斤。翻

越大雪山时大家都嘴皮发紫，面

色苍白，只能艰难地张嘴喘气，

许多人吐出的痰都是粉红色的

……”

在与恶劣大自然的斗争、较

量中，精神得以锻造。

西藏平均海拔4000米以

上，空气中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

的60%。强烈的高原反应，让

战士时常出现脸肿、流鼻血、头

晕等症状，不少战士牺牲在进藏

路上。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

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长期以

来,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前赴后

继，发扬“老西藏精神”，矢志艰

苦奋斗。

2021年 6月 25日，拉萨

至林芝铁路开通运营。经过6
年多的建设，来自五湖四海的建

设者不畏困难、艰苦奋斗，攻克

高原铁路多项难题，终于建成西

藏首条电气化铁路，“世界屋脊”

进入“复兴号”时代。

从电视里看到西藏翻天覆

地的变化，回想起当年解放西藏

的历程，居住在四川成都88岁

的十八军老战士薛景杰感慨万

千。

当年,薛景杰作为一名普通

战士,踏上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艰

难之旅。“途经那曲时，海拔是

4550米，外面气温是零下三四

十摄氏度，水面上全是冰块。有

的战士到拉萨后就不行了，动手

术把腿锯掉了。”

“那时候没路，缺氧，吃穿保

障跟不上，但战士们硬是克服困

难挺进了拉萨，解放了西藏。‘老

西藏精神’正是发端于70多年

前西藏和平解放那段波澜壮阔

的历史岁月。”老人说。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王川表

示，“老西藏精神”铭刻于一代代

建设西藏的干部群众基因中，是

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波澜壮阔

历史的生动见证。

精神，扎根在高原
“无垠戈壁绿一丛，历尽沧

桑骨殷红；只缘根生大漠下，敢

笑翠柏与青松。”翻开厚厚的《孔

繁森日记》，这首孔繁森写于

1993年6月的诗作，表达了共

产党人在极端环境下不畏艰苦、

坚定乐观的精神。

西藏阿里，平均海拔4500

米以上，被称作“世界屋脊的屋

脊”。20多年前，时年50岁的

孔繁森因公殉职。生前，孔繁森

两次援藏，后又留藏工作。

“这需要克服极大困难。那

时候，他的母亲高龄，妻子身体

不好，三个孩子尚年幼。”孔繁森

同志纪念馆馆长高杉说，“孔繁

森等干部身上体现的，正是中国

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境

界。”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一批批

援藏干部发扬“老西藏精神”，舍

小家顾大家，克服了常人难以想

象的困难，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

的艰辛，扛起了建设西藏、巩固

边疆的大旗。

1951年至1978年，中央

从全国调派三万多名干部到西

藏工作；1994年至2020年，有

九千多名优秀干部援藏。

海拔5000多米的双湖县，

是全国海拔最高的县。中石油

干部梁楠郁，在这里援藏三年到

期，尽管血压、血脂、尿酸都偏

高，但思量再三，他还是决定留

下来继续援藏事业。

梁楠郁说：“学习‘老西藏精

神’，首先就是要讲政治，服从组

织安排，讲党性，讲境界，到党和

人民需要的地方去。”

精神，传承在高原
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

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从

“老西藏精神”的缔造者，到一

代代实践者、传承者，“老西藏

精神”在赓续中焕发出跨越时

空的力量。

“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低，刚

来的时候脑子经常是木的，在

这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

是一种考验。”对2019年7月

从西安刚到阿里工作时的情

景，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阿

里分院副检察长贺军记忆犹

新。

阿里地区地域辽阔，到县乡

调研工作常常要驱车数百公

里。进藏两年多，贺军的嘴唇变

成了深紫色，早已晒黑的脸上泛

起了“高原红”。回顾援藏以来

所做的工作，他说，援藏工作虽

然艰苦，却是最光荣、最无悔的

选择。

恶劣的高原环境，对于西藏

本地干部同样是严峻的挑战。

那曲市安多县政协办公室

主任秋加是土生土长的安多

人，大学毕业后就没离开过安

多。皮肤黝黑的秋加，走路一

瘸一拐。由于痛风严重，脚已

经变形了，不得不穿大几码的

鞋子。

“安多条件虽差，作为党和

国家培养出来的干部，只有勤

勤恳恳、踏踏实实服务群众，才

能不负组织的期望。”秋加说。

西藏自治区审计厅原驻村

干部阿旺卓嘎，生前在墨竹工

卡县扎雪乡等地驻村，原本驻

村是一年一轮换，可她在基层

一干就是4年多，最后牺牲在驻

村一线……

正是有无私的奉献、伟大的

牺牲，才有了今天翻天覆地的巨

变。

西 藏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由

1951年的 1.29亿元增加到

2020 年 的 1902.74 亿 元 ；

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4598元，比上年增长

12.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41156元，比上年增长

10%……在“老西藏精神”感召

鼓舞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凝

聚起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

西藏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

起点上。面向未来，“老西藏精

神”必将引领高原儿女建设好

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新华社）

雪域高原上的赞歌
——“老西藏精神”述评

托底措施重点向大病慢病患者倾斜

起付线以下个人自付费用纳入救助保障

深圳将打造10家
市级港澳青年
创新创业基地

将实施创业启动资
助，鼓励优秀创业项目
入驻

据新华社电 记者22日从深

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

解到，深圳将在继续高水平建设

前海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的

基础上，打造10家市级港澳青

年创新创业基地，为深港澳青

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提供便

利。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发布的《关于推动港澳青

年创新创业基地高质量发展实

施意见》，从基地运营主体、场

地面积、港澳项目入驻、孵化能

力、服务对接机制等方面明确

市级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建

设标准。

根据意见，深圳将实施创

业启动资助，鼓励优秀创业项

目入驻市级基地。对 2年内在

国家部委和省直有关部门主办

的创新创业大赛获奖并入驻市

级基地的港澳青年创业团队，按

其 获 得 赛 事 奖 励 金 额 给 予

100%落地配套资助。对获得

香港青年发展基金、香港创新及

科技基金企业支援计划、澳门青

年创业援助计划资助并入驻市

级基地的创业团队，给予每个

20万元的落地配套资助。

意见提出，对接港澳资源，

突出服务港澳青年基本定位，推

动市级基地引入港澳专业人士

加入运营管理团队，引入港澳专

业孵化机构和社会团体，为港澳

青年提供商事登记、人力资源、

知识产权、法律顾问、融资对接、

财税代理等配套服务，打造港式

澳式特色服务，逐步建成适合港

澳青年创新创业的综合服务平

台，真正打通对接港澳双创要素

的通道。

此外，意见还提出完善便利

港澳青年来深工作各项配套制

度，推动港澳青年同等享受各

类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推动各

类创新创业载体发展成为就业

见习平台，吸纳毕业 2年内的

港澳高校毕业生或 16至 24岁

港澳青年参与就业见习计划，

落实就业见习补贴政策。逐步

推动具有国际通行职业资格的

港澳专业人才在深便利执业。

按照国家和省的安排，有序推

进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港

澳青年工作。

■试运行的复兴号列车行驶在桑日县境内。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