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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小家”为慌乱中的求医家

庭提供了临时落脚之地，春节前的

“团圆饭”让患儿和家长感受到了节

日的温暖。春节后，他们继续前行，

寻找希望，“爱心小家”的灯也依然

亮着，温暖着。

阅 读 提 示

“爱心小家”温暖赶路人——

慌乱中的求医家庭在这里度过安睡的夜晚慌乱中的求医家庭在这里度过安睡的夜晚

本报记者 兰德华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

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在小病友和大人们的注视下，果果（化

名）大方地给大家演唱一首《孤勇者》。

1 月 14 日，北方小年。北京，正值数九

隆冬。在丰台区右安门医院附近某小区的

1704房间，早上 9点钟已热闹起来了。

这个普通的民居，是北京同心圆慈善基

金会提供给来京就诊的大病儿童及其家庭

免费居住的若干“爱心小家”之一。

为让留京就诊的孩子和家长感受到节

日的温暖，春节前爱心人士、志愿者们，与小

家的住客一起，写福字、包饺子、贴春联。

兔年元素的窗花、五颜六色的气球让小

家顿时有了春节的氛围。

4.2万多个安睡的夜晚

果果今年 8 岁 ，2022 年 6 月 25 日 ，确

诊急性肾衰竭，双肾永久性坏死。2022 年

至今，果果的妈妈商姐一直带着他在北京

求医。

大病儿童异地求医，其家庭承担的治疗

费用和生活开销很大，特别是医院附近，房

源紧张，价格偏高，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医

院附近更是一房难求。

“爱心小家”的存在给了困难中的他们

一些安慰和帮助。

如今在北京，除了右安门医院、北京儿童医

院附近，亦庄、燕郊等地也都有了“爱心小家”。

“爱心小家”负责人陈雯娟说，运营 5年

来，截至 2022 年 6 月底，“爱心小家”共为

2611个家庭提供了 4.2万多个安睡的夜晚。

目前，全国包括北京、武汉、太原在内的

6 个城市的知名医院附近设立了同款“爱心

小家”。

商姐是位 80 后单亲母亲，一个人带着

果果在北京和郑州之间颠沛求医。在北京

的这些日子,由于病情不稳定，果果先后三

次被救护车拉进 ICU。

原有的工作几乎停摆，收入锐减，母子

俩省吃俭用，“爱心小家”为慌乱中的他们提

供了临时落脚之地。

“感谢爱心人士的帮助，只要有一线希

望，我们就不会放弃。”商姐动情地说。

“爱心小家”的团圆饭

在北京右安门“爱心小家”的家长中，有

两个话不多的男人，滨海和白大哥。

滨海说，你可能不信，这些生了大病的

孩子，真的比一般孩子都聪明，“她一岁的时

候，就会跟着我和她妈妈擀饺子皮。”

说 到这，滨海望向女儿安安（化名）。

和 其 他 家 长 交 流 孩 子 病 情 ，滨 海 神 色 凝

重，但只要是和女儿说话，他总能瞬间微

笑起来。

50 多岁的滨海，大连人，在当地一家国

企上班，40 多岁时，才有了这个女儿，“老来

得女”的他视安安为掌上明珠。

只是没想到孩子 8岁时，确诊了神经母

细胞瘤。

4 年多来，滨海带着女儿四处求医，为

了给孩子看病，卖掉了房和车。

安安的病情原本已经有所好转，但最近

复查时，医生告知情况不太乐观，建议免疫

疗法。滨海又带着女儿来到北京。

白大哥是癌症患儿冬冬（化名）的爸

爸。来自山西农村的他同样沉默寡言，他和

孩子刚住进“爱心小家”不久。

冬冬也不爱说话，戴着一个黑色鸭舌

帽 ，帽 檐 压 得 很 低 ，几 乎 看 不 到 他 的 眼

睛。房间里有人的时候，他总是坐在角落，

玩手机。

冬冬患癌症已经好几年，白大哥带着他

四处求医问药。“治疗癌症的很多药物和疗

法，都不在报销的范围，大头儿只能自费，花

了大几十万元了。”

在“爱心小家”，各有各的难处，大多都

心照不宣，见面也不多问，只是对各家的孩

子投去更多关怀的眼神。

春节前，“爱心小家”的团圆饭，是他们

求医生活中难得的色彩，大人们忙着调饺子

馅儿、和面、擀皮、包饺子。

几个孩子也很快被吸引，参与到包饺子

的队伍中，享受这短暂的温馨时光。

不停歇，寻找希望

与大病儿童异地求医家庭这个庞大的

群体相比，目前，“爱心小家”的力量还远

远不够。

陈雯娟直言，失去经济来源和社会关

系、在异乡孤立无援、面对身心折磨，患儿家

庭还需要更多“爱心小家”的帮助。

在右安门“爱心小家”里，还住着一对来

自山东临沂农村的婆媳，他们来北京是为了

给孩子乐乐（化名）看病。

2019 年 10 月，在北京儿童医院，年仅 4

岁的乐乐同样确诊了神经母细胞瘤。

在北京治疗了 8 个多月后，2020 年 6

月，婆媳俩带乐乐回到老家山东。当年 12

月来京复查时，发现病情复发。这回是第

二次复发。

“总的花了 140多万元了，最近放疗了 5

次，花费 5万多，由于没办法办理住院，走门

诊又无法报销。”经病友介绍，债台高筑的婆

媳俩联系到了“爱心小家”，在北京找到了这

个免费的临时住所。

团圆饭结束后，乐乐奶奶和妈妈就要

离开“爱心小家”，他们需要在北京儿童医

院附近找到房子，这样能离病房里的孩子

近一些。

滨海不忙的时候，眼睛几乎一刻也离不

开女儿安安，眼神里满是慈爱。

白大哥，依旧沉默，他期待新的一年儿

子能康复得更好。

年前，商姐带着果果踏上了去郑州寻找

肾源，寻找希望的火车。

江苏苏州设置“家门口的氧疗站”
本报讯（记者黄洪涛 通讯员姬尊雨）近日，江苏苏州在

全市范围内设置“家门口的氧疗站”，在社区卫生院等基层医

疗机构设置吸氧位、氧疗室，可以有效为新冠转阴后的康复

期患者纠正缺氧情况、缓解呼吸困难，满足患者就近就医需

求，切实“防重症、保健康”。

“吸氧后舒服多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施齐全，服务

贴心，还能医保报销，可方便了。”在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市民张阿姨经医生评估后，现场接受了氧

疗服务。

“这两天来吸氧的患者不在少数，多为慢性肺病患者、孕

妇和‘阳康’人群。”娄江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陆崇君介绍，中

心将针灸科室扩建改造成氧疗区，添置床位和躺椅，能容纳

15人同时吸氧。

截至目前，苏州全市范围内“家门口的氧疗站”已初步

规划完成。张家港市在 177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开设

氧疗站并添置了制氧机；姑苏区内 14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均已设置吸氧区，备有制氧机 39 台，氧气瓶 142 瓶；在吴中

区尹山湖医院等地，核酸采样点被改造成“健康氧疗站”，每

个氧疗站配备 8 个椅位，医院配备专职护士进行巡视，开展

氧饱和度监测；吴江区在 6 家卫生院配备 CT 设备，18 家基

层医疗机构设置 205 个吸氧位；苏州工业园区内 43 家公立

医疗机构可提供氧疗服务。

图为志愿者正在布置“爱心小家”。 吴桐 摄

“嚓嚓”声响，亲人来了
本报记者 赖志凯 本报通讯员 吴憬

在北大首钢医院发热门诊，一位陪护高龄患者的家属听

到由远及近“嚓嚓嚓”声，快速起身迎接。他知道这是身着防

护服的医护人员快速走路的声音。

老人今年 82 岁，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病，心脏和

颈动脉都装有支架。2022 年 12 月中旬，老人在感染新冠病

毒后引发肺部严重感染，家人迅速带其到北大首钢医院发

热门诊就诊。

考虑到这位老人高龄、有基础病，肺部感染严重且伴随呼

吸衰竭的危险，科室尽力调出一张病床，安排老人留观治疗。

一方面，发热门诊主任张丹带领医疗团队对症救治；另一方

面，护士长许静带领护理团队成员轮班精心护理，给氧、雾化、

输液、打针、发药。

经过一周的紧急救治，老人血氧饱和度由 85%上升到

98%，心率、呼吸均恢复正常，老人病情日渐好转。“之前水米

不进，现在一顿饭能吃一碗小馄饨。”家属说。

近期，为确保医疗、护理工作正常有序进行，该院医护人

员克服困难坚守岗位。“实在累极了就自己带着被子、暖宝宝

在休息室凑合眯会儿，大家都想着自己多盯一个班，其他同

事就能减轻点负担，科室主任和护士长就能节省点精力。”张

丹说。

春节前的一天凌晨，记者在北大首钢医院发热门诊看

到，还有不少患者在留观和输液，医务工作者依然坚守在工

作岗位上。

本报北京1月28日电 （记者甘晳）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

显示，1 月 21 日至 27 日春节假期期间，全国邮政快递业揽收

快递包裹约 4.1亿件，与去年春节假期相比增长 5.1%，较 2019
年春节假期增长 192.9%；投递快递包裹 3.3亿件，与去年春节

假期相比增长 10.0%，较 2019年春节假期增长 254.8%。

互寄年货已成为人们欢度新春的新方式。数据显示，自

春运开始以来（1 月 7 日至 27 日），全国邮政快递业揽收快递

包裹 39.4亿件，较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12.5%，投递快递包裹 49
亿件，较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21.7%。

国家邮政局表示，邮政管理部门始终坚持“保供应、保畅

通、保稳定、保安全”，全力保障春节期间医疗物资寄递、行业

安全稳定运行和寄递服务畅通有序，为人民群众度过幸福安

康欢乐祥和的春节提供了良好的寄递服务保障。

为保障邮政快递网络特别是农村地区网络基本畅通，邮

政管理部门督促邮政企业持续保障春节假期期间邮政普遍服

务，指导快递企业根据不同地区寄递实际需求，合理承诺春节

假期期间服务事项，统筹全网运力资源，保障网络有效运行。

春节假期全国揽投快递包裹量超7亿件

（上接第 1版）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巡逻的第一座大

山 ——大丫口，雷景林一个箭步冲在最前

方，手拉藤蔓、双腿微蹲，顺势借力便翻上了

陡坡。“把手给我，藤蔓太冰了。”雷景林转过

身对同事招呼道。

当天是雷景林来到苏典分站的第 48天，

24 岁的他也是第一次在外过年。上岗 1 个

月，这条巡逻路他已经走了 16 遍，巡逻路上

一点也没拖老民警的后腿。

“大丫口，山高林密，陡峭难爬，稍有不

慎就会滑落。老民警都管它叫‘绝望坡’。”

雷景林抬头望着倾斜度近 70 度的陡坡告诉

记者，沿途还要经过“蚂蟥谷”“断石崖”“一

人道”……这些地名都是老民警们巡逻时

起的。

在长达 43.3 公里的边境线上，苏典乡有

2300 米的海拔落差，也造就了断崖、热带雨

林、山坡陡峭等特殊地貌。民警们边走边介

绍辖区地理地貌、风土人情等情况。边境线

上的山水沟壑，早已印在他们脑海里。

一路跋涉，两旁杂草上的露水已经打湿

了民警们的衣服，山雾从眼前飘过，大家睫毛

上挂起了一层层细细的水珠。爬至山顶，民

警们找到一片空地稍作休整。

走下“绝望坡”，迎上“一人道”。抬头望

去，紧贴着边境拦阻设施，一条 30 厘米宽的

小径笔直而上，民警一边查看物防技防设施，

一边手拉手前行。“你看，那就是界碑！”12时

许，经过艰难跋涉，雷景林指着不远处的界碑

告诉记者。

雷景林争取到了为界碑描红的机会，他

小心翼翼地擦拭界碑，庄重地描红着“中国”。

“这是我过得最有意义的一个春节，描红

界碑那一刻，‘眼前是界碑，身后是祖国’的自

豪感油然而生。”雷景林告诉记者。

本报北京1月28日电 （记者周倩）记者从公安部今天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春节假期期间，为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公安部紧盯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的百姓用药安全，依法

严厉打击食药环领域突出犯罪，切实保障群众“吃、住、用”各环

节各领域合法权益。结合实施“乙类乙管”后的新形势和春节假

期治安规律特点，公安机关加大对制售假劣医疗药品器械、扰乱

医疗秩序、造谣传谣等各类涉疫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

围绕节日热销产品，公安部门严厉打击各类危害食品安

全犯罪活动，并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严打制售假药劣药特别是

假劣涉疫药品违法犯罪。

结合岁末年初治安特点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公安部部署各地公安机关加大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型犯罪

和跨境赌博犯罪打击治理力度，严厉打击“盗抢骗”“黄赌毒”

“食药环”等多发性违法犯罪和各类严重暴力犯罪，同时对严

重危害网络秩序和群众权益的突出违法犯罪和网络乱象发起

攻势，保障人民群众平安欢度春节。

春节假期期间公安机关紧盯百姓用药安全

本报北京1月28日电 （记者于灵歌）记

者今天从国家发改委获悉，国家发改委近日

联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等 18 个部门印发《关于

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

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推动大型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主攻方向、主要任务

和支持政策。

《指导意见》指出，要坚持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聚焦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以

满足搬迁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以巩固拓展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成

果实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为主线，

着力扶持壮大县域特色产业，着力促进搬迁

群众就业创业，着力提升安置区配套设施，

着力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着力健全社区

治理体系，解决好搬迁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加快实现人口市民化、就业多元化、产业特

色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治理现代

化，全面转变搬迁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确保

搬迁群众稳得住、逐步能致富，为推动脱贫

地区高质量发展如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打

下坚实基础。

《指导意见》明确，要分类引导大型安置

区融入新型城镇化，推动安置区与所在城镇

一体化建设发展，推进产业园区安置区产城

融合发展，促进农村安置区城乡融合发展。

要加快搬迁人口市民化进程，推进有序落户

城镇，提高融入城镇能力，强化合法权益保

障。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全面促进多元

化就业，大力支持多业态创业，全方位提升就

业技能。要推动县域产业特色化发展，提升

安置区后续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化区域

产业协作帮扶，提升县域特色产业辐射带动

能力。要全面提升安置区生产生活便利性，

推动县城基础设施延伸覆盖，支持配套设施

提档升级，实现公共服务提标扩面。要建设

治理现代化的安置社区，提高社区服务能力，

创新社区治理模式。

《指导意见》要求，各地要强化组织领

导，压紧压实县级政府属地化管理责任，强

化基层后续扶持工作人员力量配备。要强

化政策支持，将大型安置区后续发展项目纳

入县城、市辖区建设项目库，加大新增建设

用地计划指标对搬迁人口大县的倾斜支持

力度，稳妥适度增设行政区划建制并优化管

辖范围，支撑大型安置区及相关区域提升管

理和服务水平。要强化资金保障，按照“钱

随人走”的原则，通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奖励机制，对吸纳搬迁人口落户多的地区给

予财政支持。要将符合条件的安置区融入

新型城镇化相关项目纳入中央及省级财政

衔接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和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支持范围。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指导意见

分类引导大型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

山东聊城探索产业帮扶长效机制
本报讯 近年来，山东省聊城市乡村振兴局发挥帮扶产

业“联农带农”作用，通过订单联结、股份联结、劳务联结等方

式，不断拓展产业帮扶成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2022年，全

市投入各级衔接资金 8.66 亿元实施 299 个项目，实现帮扶产

业经营收益好、带动能力强、安置就业稳，形成“企业+基地+
脱贫户（监测户）”产业帮扶长效机制。

下一步，该市将坚持产业帮扶带动效益与提升带动能力相

结合，科学合理确定带动方式和受益程度，健全完善产业帮扶

联农带农模式，切实提高帮扶项目资金使用效果。（付研 王萌）

1月28日，在长沙市人力资源市场，求职者（中）了解用人单位的招聘简章。
当日，2023年湖南长沙市首场“春风行动”招聘活动在长沙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物流、餐

饮、零售、制造业等多个行业的40余家用人单位为本次招聘活动提供4000余个岗位，吸引求
职者前来应聘。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节后招聘求职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