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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失能者家庭的经济负担谁来管？

本报记者 时斓娜

“长护险对于居家护理每天补助 40 元

护理费，每个月就是 1200 元，着实不少哩！”

家住重庆市璧山区的钟阿姨今年 67 岁，儿

子在 23 年前因为意外高位截瘫，一家人靠

钟阿姨和老伴的退休金维持生活。去年 6
月，钟阿姨通过邻居得知长期护理保险并申

请，经过评估，钟阿姨的儿子达到重度失能

标准，享受长护险待遇，到现在已有一年多

的时间。

长期护理保险，是重庆市自 2022 年起全

面推行的一项保险制度，也是多元化普惠保

险产品体系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普惠保险

覆盖面不断拓宽，对农民、妇女、城镇低收入

人群、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的保障力度不断

增强，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乡村振兴注入

了活力和动能。

近日，《工人日报》记者走进重庆，探寻普

惠保险如何加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为困难群众撑起了一把平安伞。

织密“第六险”保障网

钟阿姨告诉记者，每天 40元的护理费不

仅缓解了家里的经济状况，更让她心里觉得

“暖洋洋的”。与记者聊天间隙，钟阿姨与璧

山区长期护理保险服务大厅的工作人员熟络

地交谈起来。“他们周到热情，办事也快，我们

家从现场咨询到享受补贴，只用了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钟阿姨说。

钟阿姨家享受的长期护理保险，以长期

处于失能状态的参保人群为保障对象，重点

解决重度失能人员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

所需费用，被称为社保“第六险”。为了织密

这一张“第六险”保障网，除参保人员主动申

请外，当地长护险经办机构中国人寿寿险重

庆璧山支公司还通过比对残疾 1 级～2 级人

员名单与医保系统大数据，主动发现符合标

准的参保人员。

随着成渝两地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强，符

合长护险条件的重庆居民若人在成都，该如

何更快享受长护险待遇？对此，中国人寿寿

险重庆市分公司探索川渝两地“异地采集+
本地评估”模式，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评估联

动。中国人寿寿险重庆市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周轶表示，通过联动评估，工作人员异地上门

鉴定的流程得以简化，有效减少了重度失能

人群的等待时间，能让符合条件的居民更早

享受长护险待遇。

长护险提供的兜底保障，切实减轻了失

能人员家庭的经济负担。在国家医保局日前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该局办公室副主任付

超奇介绍，截至今年 6月底，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参保人数达到 1.7亿，累计超 200万人享受

待遇，年人均减负约 1.4万元。

“大大减轻了家里负担”

重庆市铜梁区土桥镇六赢村的阳大爷患

有恶性脑膜炎，经常会晕倒，其老伴刘阿姨患

有红斑狼疮，需要吃药维持身体。老两口靠

村里提供的公益性岗位，每个月一共有 1100

元的收入，也仅够日常的药费开销。

因为是低保户，当地政府主动为他们投

保了民政惠民济困保。这是由政府出资、民

政统一投保、困难群众可免费享受，通过商业

保险和政府救助协同互补，覆盖重点民政救

助对象及部分优抚对象的保险。

“住院先后共花了 5万多元，多亏了政府

救助和保险理赔，最终我们自己才支付 1 万

多元，大大减轻了家里的负担。”阳大爷深有

感触。

除了治疗后理赔，普惠保险也能解决百

姓的燃眉之急。今年 5 月，家住重庆市大足

区季家镇的郑阿姨被检查出患有乳腺癌，这

对于丈夫患有痛风、自己患有双眼视神经萎

缩症，近几年花光积蓄治病的郑阿姨来说，无

疑是一个更大的打击。

就在这时，郑阿姨的丈夫想到，妻子曾花

100 元投保女性安康保险，于是联系社区书

记和中国人寿寿险重庆大足支公司。确定符

合理赔条件后，保险公司 7个工作日内就将 5
万元理赔金打到了郑阿姨的账户，有了这笔

救命钱，郑阿姨顺利进行了手术。

在重庆市，民生普惠性金融保险业务持

续实现更广覆盖。大足区推行农村务工人员

意外伤害保险的惠民工程已十年有余，每人

每年 30元的保费，除去 10元的政府财政补贴

外，自付的保费仅为 20元。一旦发生意外身

故、残疾等情况，便可获得相应赔付，为务工

家庭撑起了一把平安伞。

实现便捷高效理赔

9 月 20 日下午，重庆市璧山区市民谢女

士在该区妇幼保健院给因阑尾炎住院的女儿

办理出院结算业务。紧挨着出院结算窗口

的，是今年 9月 5日刚设立的中国人寿商业健

康保险理赔服务窗口。因为此前曾购买学平

险，结算后，谢女士直接在窗口申请保险理

赔。理赔进度显示，提交线上理赔申请后，仅

过了 1 个小时，银行卡上就收到了保险公司

给付的理赔金。

在重庆海吉亚医院，学平险参保客户可

以享受“一站式理赔直付”服务。通过扫描二

维码完成身份登记及服务授权后，后台将完

成理赔的自动核定，在结算时，不仅是医保，

商业保险也可以抵扣医疗费，患者仅直接支

付自费部分即可。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进一

步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机制，加强基本

医保、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商业健康保险与医

疗救助等的有效衔接。

阳大爷住院获得赔付，便是在铜梁区

社会救助联动机制下实现的。中国人寿寿

险重庆铜梁支公司总经理简广益介绍，民

政惠民济困保在大病理赔板块采取集中理

赔方式，由区民政局对接区医保局提取医

疗数据上传到民政惠民济困保系统，保险公

司通过系统提取数据并计算理赔金额后，次

月集中将赔款转到参保人银行卡上。这个

过程中，参保人并不需要主动报案和提交

资料。

“现在政策真是好，买惠民济困保不用自

己花钱，生病还能直接理赔，可帮了我们大

忙。”采访中，阳大爷反复说道。

松原开展托管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彭冰）将土地委托

合作社实施全面托管经营后，种玉米不仅可

实现每公顷土地增收约 2800元，还充分解放

了劳动力，村民出去打工又能增加一份收

入。当前，吉林省松原市供销社正依托其旗

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全市推广“六统一”农业

集约化经营模式，不少村民从中尝到甜头。

据介绍，松原市供销社通过加强农资流

通服务网络建设，新建农资配送中心 1个、农

资销售网点 16个，目前系统内共有农资经销

网点 40 家，春耕期间累计销售化肥 7 万余

吨。在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方面，采取全托

管和“菜单式”托管方式开展土地托管服务，

共开展土地托管面积 66.09 万亩，统防统治、

配方施肥、农机作业面积 105.99万亩次。

宁江区大洼镇房身村的德智生态农业

专业合作社，是松原市供销合作社“宜农农

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成员社。其负责人

告诉记者，借助供销社提供的优质资源，生

产资料每公顷每月平均可节省资金 430 元，

种子每公顷可节省成本约 250元，目前，全村

已有 85%以上的农户和 91.4%的土地纳入合

作社进行全面托管，土地总面积 413 公顷。

全面托管在当地成为实现农业创新发展，加

快农民增收致富的最有效途径。

为进一步加大名优农产品推介力度，该

社还丰富完善了《松原供销农产品名录》，新

收录农产品 15 个，总数达 100 个，在第六届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上，引导和支持

本市参展企业与广东、福建等地 6 家企业开

展签约合作，金额达 1800万元。

阅 读 提 示

重度失能人员居家护理每天享受 40元护理费补助、重点民政救助对象不用自己花钱

购买保险遭遇意外也能获得理赔、特定险种无须主动申请理赔款即可到账……覆盖面不

断拓宽、对特殊困难群体保障力度不断增强的普惠保险，既助力兜牢民生保障网，也解了

困难群众的燃眉之急。

“暖薪”行动让农民工不“忧酬”
本报讯（记者毛浓曦 通讯员祝盼）日前，陕西西安中铁

二局永安领汇二标项目现场，钢筋工罗德才收到手机短信

提醒，显示8月份工资已到账1.5万元。“在这干了大半年，工

资每次都及时足额发放，现在两个儿子的学费有着落了。”

原来，该项目自开工以来，便将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放在首位，项目部更是多措并举，不断细化与农民工相关的

各项措施，在项目施工现场、工人生活区等醒目位置张贴农

民工维权公示牌，对劳动权益、维权方式、工区责任人、投诉

电话等信息进行公示，派专人多次向农民工宣传普及维权

知识。其中，更是将农民工最关心的工资发放问题作为重

中之重，全力保障他们不操“薪”，不忧“酬”。

项目部进入后，第一时间成立农民工工资发放保障领

导小组，由项目经理和书记担任组长，领导班子等副职任

副组长，各部门负责人及劳务专员为组员，安排专人负责

薪资发放，确保农民工工资“计划、审核、审批、拨付、发放”

全过程通畅无阻；同时，劳务工资与工程资金分账管理，设

立农民工工资专用专户，每批工程款 25%优先拨付至工资

账户，还联合地方银行为工友开设工资卡，充分保障农民

工工资及时发放到位，目前已累计为专户拨款 4500余万

元；此外，在前期“线上+线下”同步优化和规范流程，坚持

进场实名登记、每日打卡、考勤签认等，农民工们每天通过

工地出入口的智慧识别系统，实现每日安全打卡、月底安

心领钱。

43岁的文良龙是中石化荆州石油分公司

直分销客户经理。从劳务派遣工到客户经理，

两年来，他去矿山、进企业、串农户、到油站，为

客户们排忧解难，先后供应成品油 2万多吨，

被中国石化销售系统评为“数字化营销标兵”。

文良龙有一个“宝贝”档案盒，里面放的全

是他这两年来收集的客户资料，不仅有客户的

基本信息，如用油量、进货渠道、储量、用油设

备设施等，还有大客户的消费偏好、生活习惯、

客户及家人生日等。这些信息都是他一次次

在跑客户、跑工地、跑园区中挖掘出来，通过整

理、过滤，一点一线绘就的成品油需求“网络

图”。话不多的文良龙却总离不开“客户”2个

字，心思全用在了开发服务客户上。

在平凡岗位上履职尽责

2000年 12月，退役后的文良龙选择回到

湖北松滋老家，进入石油运输车队。2015年 1
月车队改制，他又成为一名加油员。

一开始，新的环境让文良龙打起了退堂

鼓：“我现在已经 35岁了，到加油站成为一名

劳务派遣工，我能行吗？”

“站长，教我做账”“站长，教我收卸油

品”……掌握加油基本操作技能后，文良龙开

始琢磨如何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一有空，他

就“缠着”站长，几个卷边的小本子上全记录着

他学来的干货。

“经理，我也要参加站长竞聘。”2016年 3
月，中石化松滋石油公司组织站长竞聘，文良

龙立马递交资料报名。

加油站管理工作不仅需要很强的专业知

识，还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管理技巧，对个

人的心理素质和综合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文

良龙凭借扎实过硬的操作技能和敢于担当的

拼劲闯劲，成功竞选上了杨家溶加油站站长。

走上管理岗位，意味着肩上的责任变大，

文良龙不断在学习工作中提升综合素质能力。

服务半径不断扩大

2021年 7月，文良龙通过公开竞聘，成为

一名客户经理，负责松滋市区域的成品油直分

销业务，他的用工身份也从劳务工转变为公司

的合同工。从此，他的人生舞台，从“三尺加油

台”拓展到了矿企站农田。

“我马上就到。”客户遇到解决不了的问

题，第一时间想到文良龙，只需一个求助电话，

不一会，就会看到穿着白衬衣的他迅速赶来。

有一次，一位大客户在松滋临港工业园修

建厂房，因用油量较大，需在工地下埋一个储

油罐，文良龙得知后，立即联系客户：“如果您

信任中石化的品牌，我来帮您联系地埋罐，如

果报价您能接受，前期的准备工作全部交给

我，您只需要付款就行。”于是，文良龙贴心地

帮客户选购储油罐，还找来技工铺设加油管

线。后来，工地上的自用加油机频频出现故

障，联系了多个维修厂家都未能彻底解决，导

致工程进度严重滞后，客户十分着急。

文良龙冒着大雨，带着技术人员赶赴工

地，让加油机运转起来。第二天，他又自掏腰

包请来加油机厂商售后人员，为客户维修加油

机，确保了工程如期完工。从此以后，这位客

户成了文良龙的“铁粉”，还把自己的同行朋友

介绍给他。

随着朋友圈不断扩大，文良龙的服务半径

也不断扩大。

不错过任何一个潜在客户

文良龙所负责的松滋区域共有 70多家加

油站，其中社会加油站就有近 30家。“同事们

都说社会加油站不会采购中石化的油，但我却

觉得他们都是我的潜在客户。”文良龙说。

倔劲十足的他始终坚信有加油站的地方

就有销量，并将这项工作作为自己攻坚创效的

重点，先后利用两个多月的时间进行地毯式走

访，不错过任何一个潜在客户。

每次走访，他与加油站老板交流时只字不

谈购油，而是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知识，帮助加

油站检查设备设施，或是一起交流松滋区域内

的成品油市场信息，离开的时候再送上小礼品。

“为了把生意做长久，就不能怕麻烦，必须

要在客户维护上多下功夫。”凡是碰到国际油

价调整，文良龙都会进行油价对比，若价格合

适就立马联系社会加油站开单购油。贴心的

服务，让他取得了加油站老板的信任。

“我们油站采购量小，但文良龙从不嫌我们

量小、开票麻烦，每次油价合适时，都会打电话

问需求，质量和服务方面百分百满意。”社会站

老板说。截至目前，松滋区域内已有15家社会

加油站成为国有成品油供应渠道的分销商。

“把客户处成朋友，客户自然跑不掉”。当

同事向他取经时，文良龙总结道。

（邹明强 金多 罗国红）

文良龙将心思全都用在了服务客户上，两年时间先后供应成品油 2万多吨

营销标兵的“宝贝”档案盒

重庆推出普惠保险保障民生，特殊困难群众买保险不用自己花钱，生病还能直接理赔

清欠动态G

青海为1.2万名劳动者追发工资1.32亿元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记者日前从青海省人社厅获

悉，青海各级劳动监察机构通过“大数据+铁脚板”，强化

日常监督执法，切实发挥抓源头、控过程、治末端治理效

能，多措并举做好根治欠薪工作，切实维护劳动者工资报

酬权益。截至目前，青海主动检查用人单位 2484户，立案

及协调处理欠薪案件 1909件，为 1.2万名劳动者追发工资

1.32亿元，拖欠农民工工资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达 100%。

青海进一步畅通农民工工资维权渠道，实现随时随

地皆能维权。上半年，“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共

接收线索 5861条，青海动态办结率达 95%，为 5020名劳动

者追回工资 6431.31万元。

同时，青海进一步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认

真梳理工作风险点及薄弱环节，不断夯实欠薪源头治理

基础，部署开展全省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专项检查工作。

创新智慧监管治欠，力推监控预警平台部省对接，截至目

前，已完成 24 个端口对接，上传项目 2020 个。平台共汇

集各部门数据 24.6 万条，监管在建项目 2020 个，涉及农

民工 10万人，银行代发工资流水 3.2亿元。

此外，青海相关部门依法监管、联动惩处的执法机制

有效运行起到震慑作用。上半年，青海向社会公布重大

欠薪违法行为 10 件，将 8 家用人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列

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并推送至信用中国（青海）实

施联合惩戒。不断畅通行刑衔接机制，向公安机关移送

欠薪案件 18件，公安立案 11件。

惠州惠阳区“信访+”机制助力化解劳资纠纷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 特约通讯员沈莹）记者近日获

悉，广东省惠州惠阳区创新探索“信访+人民调解”“信访+

综合团队”，成立由信访、人社、公安、应急管理等部门，人

民调解员、律师、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组成的人民调解

综合团队，从 2019年 3月至 2023年 6月，“信访+”新机制

累计调处化解劳资纠纷、工伤等各类案件1128件。

工人罗某在惠阳区某家具厂工作，因工作中不慎致

左手受伤，经劳动部门认定属于工伤，劳动能力障碍等级

为 8 级。罗某按程序提起劳动仲裁，但因未能按时参加

庭审导致被劳动仲裁机构裁定撤回其仲裁申请，罗某情

绪异常激动到惠阳区人民来访接待大厅走访。接到群众

反映的问题后，接访人员迅速做好安抚工作，随即与驻厅

人民调解员沟通，组织人民调解员与属地信访办工作人

员通过深入现场详细了解情况，与当事人和家具厂面对

面用心沟通，经过召开属地信访工作联席会议以及单独

会议等程序协商，在多次耐心调解做通工作下，最终家具

厂除了支付医疗费外，还支付罗某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二次性伤残津贴等经济补偿金共计 20 万元，双方矛

盾纠纷得到妥善解决。

记者了解到，2019年 3月起，惠阳区信访局和司法局

合并，两局融合后开启“信访+”工作机制，包括“信访+人

民调解”“信访+综合团队”等工作模式。同时，惠阳区总

工会加强与区司法和信访局的数据联动和信息共享，对

出现工人信访维权集中的企业、建筑工地等领域，及时介

入处置，把关口前移，将问题处置在早。定期与区司法和

信访局联合开展“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公益

法律服务等法制宣传活动，合力化解劳动争议纠纷。

科技助力秋粮归仓
11月1日，在湖南省浏阳市龙伏镇坪上村，农户检查烘干机运行情况。
近日，湖南省浏阳市农业大镇龙伏镇种植的晚稻进入成熟收割阶段，当地运用智能化机

械设备展开作业，助力秋粮颗粒归仓。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庐山上有群挑山工
近期，在江西庐山三叠泉景区，游客经常会碰到挑山工。

他们肩上搭一根扁担，扁担两头则挂着沉甸甸的货物。一位
挑山工向记者表示，由于山上在修亭子，他们需要人工挑建筑
材料上山。上山一趟可以赚100多元，但要走两个小时，而一
天要上山4趟。

图为10月28日，工人正挑着水泥上山。
本报记者 杨召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