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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时刻葆有对农民“心疼”的感觉

集思录

亿元大桥变“桥脆脆”须深挖病根

画里有话 图/王 铎 文/贾梦宇

公务车载宠物狗“兜风”

微 评

不能坐视APP账号注销难

“怼文大战”和平收场
值得思考

□蔡晓辉

“一部水浒传天下，世人皆知大名府。
我是大名县人民政府县长，我为大名蒜农
代言。让我们一起助力蒜农增收，助力脱
贫致富，实现全面小康。”近日，河北邯郸
大名县县长苏雷芳为当地蒜农代言销售
大蒜的视频引发关注。苏雷芳表示，他下
乡调研路过该县万堤镇史家村时，得知附
近的蒜农正为大蒜卖不出去而发愁，“我
是临时起意叫县电视台拍了段视频帮着
蒜农推广一下。看着他们的大蒜卖不出
去，保证不了收入，我心疼。”（据澎湃新闻
网、河北新闻网近日报道）

视频中，苏雷芳的身后是成包成包垛
得老高的优质红皮大蒜，本是大名县蒜农
增收的希望所在。然而，从前年、去年的每
斤收购价 2 元多、1 元多的“有的挣”“挣不
多”，到今年 6、7 角都卖不出去的“赔本”

“滞销”，蒜农之痛可想而知（1 斤大蒜的种
植成本为1-1.4元）。

急蒜农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促使
苏雷芳录下这段视频的一个推动力，是看
到蒜农收入不保时“心疼”的感受。视频中
的苏雷芳，话语朴素、略带口音，但那种急
切的心情穿过屏幕打动了观众。这是一种
情感的力量，因为发乎内心，所以十分感
人。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时刻葆有“心疼”
群众的感觉、始终保持与群众情感上苦乐
与共的联系，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条件
和强大动力。这也是“县长卖蒜”这则视频
让人感受最深的一点。

大蒜种植业，是大名农民增收的主渠
道、脱贫致富的“金团团”。当滞销发生时，
仅靠农民自己想办法，效果往往比较差。
苏雷芳以百姓之心为心，“刷脸”为蒜农代
言、为当地农产品站台，通过拍摄视频吸
引外地客商和外界关注，在解决现阶段滞

销问题上，确实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也让
蒜农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大名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在脱贫
攻坚的背景下，“县长卖蒜”是基层党员干
部为群众贴心服务的生动事例。对这种扑
下身子、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帮助群众解决
困难的举动，必须点赞。但点赞之余，反思
大蒜滞销的根本原因，将对农民朴素的“心
疼”转化为帮助农民提高增收致富的能力，
更应是地方党员干部的工作着力点所在。

“县长卖蒜”一定程度上帮蒜农解了燃
眉之急，提高了大名大蒜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与此同时，也让一个松散、脆弱、抗风险
能力低的农业产业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正如
苏雷芳所言，大名大蒜滞销局面的出现，一
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在大蒜价格高的时候跟
风种植。供给严重大于需求，必然会导致低
价、滞销，这本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由于知
识不足、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农民群众常常

会成为这一风险的受害者。提高农民抵御价
格波动风险的能力，是基层政府的职责所
在，是帮助农民兄弟增收致富的现实课题。
客观而言，及时提供种植信息、引导农民调
整种植规模和农业结构，拓展销售渠道、发
展订单种植，引进农业价格险、建立专业合
作社等，都是未雨绸缪之策。

在优质的大名大蒜堆积成山的滞销
场景下，再华丽的坐而论道也不如实实在
在的行动。愿所有党员干部都能葆有那种

“心疼”的感觉，并以实际行动更深入地
研究农业产业，不
断 增 强 服 务“ 三
农 ”的 意 识 和 本
领，让“蒜贱伤农”
不再上演，让特色
农 业 真 正 成 为 农
民增收致富的“金
团团”。

□张西流

位于河南郑州中牟县的贾鲁河大
桥，花费资金上亿元，在今年三月下旬
正式通车。但近日，刚刚使用了四个月
的大桥桥面却出现了大量破损，需要重
新翻修。对于工程质量是否存在问题的
质疑，桥梁承建方的回应称，问题出在
管理上——有关部门在大桥尚未完成验
收时就决定提前通车，通车后超限车辆
频繁驶入，结果导致桥面破损。（据央广
网7月25日报道）

投资上亿元的大桥，通车仅四个月桥
面便出现大面积破损、变形，变得面目全
非、惨不忍睹。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
让这座目前“亚洲最宽的无背索斜塔斜拉
结构桥”变成了“最脆弱的大桥”？

众所周知，工程建设尤其是重点项
目的建设，从立项到竣工，再到交付使
用，均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审批程序。其
中，竣工验收作为工程建设中的重要一
环，事关对工程质量及各个方面的综合
评定，必须依法严格把关。《建设工程质
量管理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法
规就明确规定，建设工程竣工，经验收合
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
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显然，贾鲁河

大桥“未验收就通车”涉嫌违法。
当地有关部门的解释是，贾鲁河大桥

以东的清源大桥和以西的万三公路都在
施工建设，迫于进出中牟县南北方向的通
行压力，就提前让贾鲁河大桥投入使用。
结果，由于没有通过验收，大桥在通车后
实际上还是属于施工方管理，交通、交警
等相关部门并未介入。这种监管真空就直
接导致了交通秩序的混乱——贾鲁河大
桥设计限重 55 吨，通车后超限大车频繁
驶入，有的车辆重达 100 多吨，致使桥面
不堪重负，很快出现破损。

当然，亿元大桥变“桥脆脆”“问题出
在管理上”的说法，目前还是承建方的一
面之词，究竟是管理导致的问题，还是桥
梁建设质量的问题，抑或是二者兼而有
之，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对此，
有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立即行动，对大
桥进行“全面体检”，早日拿出一份清清
楚楚的调查结果，并做出经得起拷问的
处置，决不能让问题成为糊涂账、真相变
成“罗生门”。

总之，亿元大桥变成“桥脆脆”须深
挖病根，并对症下药，予以根治。只有这
样，才能给公众一个满意的交待，也才
能让“亿元大桥变‘桥脆脆’”的活剧不
再上演。

□毛建国

近日，重庆有一个小区发生了一场“怼文大战”。一
名年轻父亲因为接连遇到“没套绳的大狗”扑孩子，就在
小区内各个电梯旁贴出了“温馨提示”，表示“再遇到有大
狗扑我娃儿的，直接打死⋯⋯”这引起了一些爱狗族的反
怼，有人更是出长文表达观点。“怼文大战”持续一周，最
终双方握手言和，还形成了一些文明共识。（据《重庆晚
报》7月24日报道）

这件事最终能够“皆大欢喜”，源于双方没有简单停
留在“互怼”的层面，而是保持了应有的理性和克制，选择
了积极沟通，让“互怼”变成了积极交流、换位思考、相互
理解。

有沟通才有共识，有共识才能双赢。生活中很多时
候都是这样。一些矛盾看起来十分尖锐，但只要坐下来
真诚、理性地交流、沟通，就会发现其实根本就不是多大
问题，很多时候根本不需要剑拔弩张。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已经成为
共识。社会治理创新，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能够平等
沟通的机制，畅通有效沟通的渠道，保证大家都有机会说
话、有地方交流，让各种矛盾和问题在沟通中消弭，让和
谐与友善在沟通中增长。

□李 云

如今，APP账号注销难被用户频频吐槽。一项调查问
卷显示，75.9%的受访者遇到过 APP 账号难注销的情况，
62.9%的受访者担心 APP 账号注销难导致账号被盗用。

（据《经济日报》7月25日报道）
大数据时代，数据的价值不言而喻。用户规模往往是

相关企业、产品价值的关键因素，一些互联网公司的估值
就建立在产品的注册、活跃用户数等流量数据上。企业掌
握的数据越多，将来变现的价值会越大。这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很多企业不愿意让用户注销 APP 账号，有的甚至
设置种种门槛增加注销的难度。

《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运营商收集、使用个人信
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要经过被收集者同
意。《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要求，互联网
信息服务提供者在用户终止使用电信服务或者互联网信
息服务后，应当停止对用户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并为
用户提供注销号码或账号的服务。但在现实当中，这些规
定往往被数据信息所附带的巨大利益“冲淡”。同时，按照
目前有关规定，违规处罚的力度很多时候也难以对企业
产生足够的威慑。

APP 账号注销难，反映出一些企业为了利益置法律
法规于不顾的“张狂”，也反映出其背后违法成本过低的
现实。有关方面应严格执法，切实加大监管、查处力度，让
个人信息得到更多、更好的保护。

近日，陕西榆林一位网友拍摄的一段视频引发热议——榆林市榆林大道中段，一
辆贴有“公务用车”标志的小轿车正在行驶，一只宠物小狗头部探出车窗外“兜风”。
据该网友介绍，车内当时正副驾驶位置都有人。24日，榆林佳县纪委调查后称，此系
该县信访局局长安排司机送其女儿回家，存在公车私用，已对其立案审查。（综合近日
多家媒体报道）

宠物狗坐上公务车，纠正“四风”仍需发力。

我省取缔劝散13个
非法社会组织

本报讯（记者尹翠莉）按照民政部、公安部统一部
署，自今年 4 月 4 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打击整治非法社
会组织专项行动以来，我省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有效净
化了社会组织发展环境。截至 6 月底，全省共摸排梳理
出 168 条非法社会组织线索，成功取缔、劝散 13 个冠以

“中国”“全国”字样的非法社会组织，破获案件 11 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 8 名，协助北京市民政部门取缔非法社会
组织 1 个。

据悉，省民政厅、省公安厅将继续加大对打击整治非
法社会组织督导专项行动的考核力度，成立联合督查工
作组对零报告地区开展专项督查。

我省新增9个
名中医传承工作室

本报讯（记者张淑会）日前，省中医药管理局组织
专家对我省名中医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进行验收，9
个建设项目合格。就此，我省将新增 9 个名中医传承
工作室。

据介绍，这9个名中医传承工作室分别是：沧州中西
医结合医院的苏秀海工作室、衡水市中医医院的刘兴远
工作室、邯郸市中医院的白金尚工作室、邢台市人民医院
的王顺道工作室、邢台市人民医院的陈树真工作室、石家
庄市中医院的郭光业工作室、保定市中医院的赵秀君工
作室、承德市中医院的潘树和工作室、河北省医疗气功医
院的布明德工作室。

跨省异地就医面临住院报销、慢性病买药难等问题

破解“候鸟老人”医疗新难题
□通讯员 刘作军 记者 张淑会

近 年 来 ，我
省越来越多的老
人选择在秋冬季
节 到 海 南、广 西
等气候温暖的地
方过冬、居住，成
为“候鸟老人”。
然 而 ，由 于 仍 在
户籍所在地参加
医 疗 保 险 ，不 少

“候鸟老人”在享
受舒适生活的同
时 ，也 面 临 异 地
生 病 住 院 报 销
难、慢 性 病 买 药
难等问题。

这几年，省会退休职工张先生过起了“候
鸟”生活。每年一到 10 月份，他就和老伴

“飞”去海南居住，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返回石
家庄。7 月 23 日，记者在张先生家采访时发
现，他家的两个大药箱中装满了药品。“现在，
我已着手为今年 10 月去海南作准备。”张先
生说，这些是治他慢性病的药品。

“‘候鸟’生活让我们挺乐和，但唯一闹心
的事是拿药难。”张先生说，他和老伴都患有
慢性病，需要长期用药，他依据有关政策办了
慢性病本，在石家庄定点医院买药时每年可
给予一定额度的报销，但用医保卡买药每次
最多只能买15天的量。

“15 天的量，意味着我去了海南 15 天
后，就要返回石家庄买药。”张先生说，这样很
不现实。于是，他们只能在海南自己买药，或
者是把医保卡留在家里，让家人每半个月去

定点医院买一次药，然后再快递过去。
有医保，却不能很好地利用起来。张先

生对此很无奈，“一是自己买药，每个月就要
花 1000 多元，回石家庄后医保还不给报销。
二是家里孩子们都上班，每次去定点医院买
药，都有很多人在排队，基本上一耽误就是半
天，很不方便。”

像张先生这样的“候鸟老人”，我省还有
很多，跨省异地就医需求较大。

“在我住的海南琼中那个小区，一到冬
季，就有很多老人从北方赶过来居住。”张先
生告诉记者，其中河北人占相当一部分，很多
都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病，而
且往往不止一种。

此外，还有一种“候鸟老人”，他们是不定
期到异地的子女家居住，其间也会遇到和张
先生同样的困扰。今年70多岁的赵女士每隔

一段时间就会从宁晋来石家庄，和女儿生活
一段时间。每次，赵女士都住不了多长时间，
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自己患慢性病，要回宁晋
买药。“虽然宁晋离石家庄不是很远，但也够
折腾的，好多次都是母亲吃完了自带的药，我
再自费给母亲买。”赵女士的女儿告诉记者。

对于15天的处方药量，即使是不去外地
的慢性病患者也有怨言。每隔半个月，省会
冉女士就要去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给患
慢性病的父亲买一次药。“每次去买药，都要
排很长的队，折腾很长时间。”

国家出台的处方管理办法第十九条明确
规定，对于某些慢性病、老年病或特殊情况，
处方用量可适当延长，但医师应当注明理
由。“办法虽然规定处方用量可适当延长，但
可延长多少时间，并没有明确规定。”采访中，
一些医生表示，他们目前最大的处方权限也
就是 15 天，如果超过会受到医保部门、卫生
计生部门的处罚。

“除了买药难外，我们这些人还怕生病住
院，因为短期在异地居住，其间住院发生的医
疗费用，报销起来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不少“候鸟老人”说。

目前，虽然异地就医结算实现
了全国联网，很多人异地住院可以
很方便地报销。但是，由于医保实行
统筹地区管理，全国各地的医疗保
障政策、管理经办方法等不尽相同。

我省规定，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
居住人员、常驻异地工作和符合转诊转院条
件的人员，可持社会保障卡在异地就医时享
受和在参保地一样便利的刷卡结算，不用在
异地全额支付医疗费后，再回参保地报销。

但记者了解到，这一政策要求参保人员
必须在异地居住生活一年以上，而且目前主
要指省内跨市级统筹区就医的参保人员。然
而，不少“候鸟老人”反映，要享受异地住院报

销，必须外出前在参保地进行备案，之后还要
准备好住院的所有票据和材料，才能回参保
地报销。如果有一点点疏忽，收集住院相关
的票据明细不全或有一点不符合要求，就无
法通过审核。

异地就医结算，只是针对住院患者。对
慢性病患者来说，门诊看病目前还无法实现
异地结算。“像我们这些人，在异地居住生活
期间，除看急诊的医疗费用可以报销外，其余
的普通门诊都得自己花钱。”很多慢性病“候
鸟老人”告诉记者。

如何让异地就医人员方
便快捷地享受到更多医保

“红利”，不再看病多花钱、报
销“跑断腿”，是当前需要解

决的问题。
据了解，目前，我省居民医保全部接入了

全国异地就医结算平台，京津冀跨省异地就
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达到
1115 家。有跨省到京津就医需求的参保人
员，按参保地相关规定进行跨省异地就医登
记备案后，在这些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就可
享受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

“既要接入，更要用起来，应进一步加快
推进与其他省市区的基本医保异地就医结算
工作，增强医保待遇的‘可携带性’。”省社科
院副研究员李茂说，从理论上讲，目前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实现没有问题，但涉及医保资金
垫付、成本核算、就医人数多少等诸多细节问
题。对此，他建议，随着医保政策的不断完善，
有关部门应按照国家和省里有关要求，结合
河北实际和参保人群的实际需求，逐步将“候
鸟老人”纳入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并适时
将基本医保异地门诊就医费用纳入直接结算
范围。

同时，还应对慢性病老人建立档案，对其
长期用药进行监控，根据其在参保地定点医
院买药情况，给“候鸟老人”异地买药一定比
例的报销。对一些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适
当延长医生的处方用量，减少患者跑医院的
次数。

李茂还建议，有关部门应切实抓好医保
政策宣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多途径多形式
地把医保相关政策讲透彻，让广大群众明白
直接结算的流程和要求。充分利用互联网技
术，开展“智慧医保”平台建设，通过整合医保
信息数据资源，建立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
一体机、自助机等多种方式的“互联网+医保”
大数据平台，给广大群众提供更多便捷服务。

期待之一 慢性病开药期限适当放宽

近日，一家企业的办事人员从宁晋县行政审批局涉
企事务窗口工作人员手中领取“多证合一”的营业执照。
宁晋县行政审批局着力推进“双创双服”活动向纵深开
展，多措并举，提质提效。以“减证”促“简政”，企业注册
登记办理时限由 5 个工作日缩减为 1 个，设立项目代办
中心，一对一精准服务，全程领办代办帮办。同时开展无
休日预约、延时服务，方便企业和群众。

记者 赵永辉摄

期待之二 短期异地居住就医报销方便些

期待之三 异地就医享受更多医保“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