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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讯 丹徒区荣
炳镇胜利村的张永祥前段时
间一直发愁：去年患癌手术
后一直无钱复查。近日，市
医保部门携手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村委会以及家庭医生
共同上门了解情况，请他放
心治疗，有困难和问题随时
与医保部门联络人联系。张
永祥感慨道：“有医保部门帮
忙协调解决看病困难，下一
步治疗定心了。”

张永祥家三口人，是因
病无力脱贫家庭。除他患病
外，妻子因病长期服药，女儿
正在读书。今年9月，市医保
部门结对联系人在走访时了
解到张永祥家的困难，给他
发放了“帮扶联系卡”。针对
他家的特殊情况，市医保部
门打出帮扶“组合拳”。一方
面迅速提供政策咨询服务，
让他们享受应有的居民医保
待遇，另一方面联系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及时与他进行
家庭医生签约，提供相应服
务。同时，积极落实协调解
决他复查治疗及其妻长期服
药的费用问题，还联系所在
村委会，请求给予关心和帮
助。

像张永祥这样的因病致
贫的家庭还有多少？深入调
研摸清了底牌：目前我市尚
有185户576人建档立卡人员
因病自身无力脱贫，其中市
区 56 户 105 人。市医保局党
组书记、局长胡强领办“困难
人员医疗救助待遇难落实”
这一难题，通过结对精准扶
贫，对全市因病未脱贫家庭
实施医保精准帮扶。扩大定
点医疗机构范围、推动基层
医疗机构对接服务、加强用
药保障、适当提高医疗救助

待遇等一系列措施也随之实
施，向因病因残致贫家庭发
放“政策礼包”。

完善政策指标，改善救
助待遇。通过提高贫困人员
住院医疗费报销水平，实行

“惠民医院”政策，落实贫困
人员医疗费“三免三减半”政
策，实行“基本医疗服务包”
救助。据统计，上半年我市
共有医疗救助人员 20106人，
救助 14708 人次，救助金额
583.72 万元。省文件规定医
疗救助对象医保制度内的个
人报销比例不低于70%，我市
报销比例达到88%，大大高于
省定标准。

动态管理相关人员，实
现应保尽保。医保部门与市
社保中心协作，将贫困人员
名单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及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
人员进行比对，精准确定参
保对象，确保我市贫困人口
应保尽保，不漏一户、不少一
人。2019年市区贫困人口共
3448人免费参加居民医疗保
险，医疗救助资金支付参保
补助金额90.39万元。

“一对一”精准帮扶解难
题。市医保部门印发《关于
对因病未脱贫家庭实施医疗
保障精准帮扶的通知》，与贫
困家庭“一对一”结对，通过

“一户一档”“一人一策”, 协
助基层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完
成个性化医疗服务签约，完
善社区药品供应保障机制，
落实医疗保障精准帮扶政策
等措施，切实解决因病致贫
家庭医疗保障问题，打赢脱
贫攻坚战。

与此同时，建立“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慈
善助医”四重保障衔接机制，
贫困人员市域内住院实现

“一站式”直接结算，市域外
住院实现“一个窗口、一张票
据、一次办结”。

（沈春来 郑一萱）

医保精准扶贫打出“组合拳”

“一对一”结对帮扶因病未脱贫家庭
一人一重点 领办解难题

日前，桃花坞社区星光义工中心组织市中医院“红细
胞志愿服务队”在辖区内开展为民义诊活动，讲解冬季养
生保健知识，让老人做好冬季的自我防护。

王洪生 王呈
摄影报道

主题图书馆
提供“精准化”服务

“书和茶都能让人身心平
静。”“马副官的店”店长“四月”介
绍，2015年，“马副官的店”和镇江
市图书馆签订了分馆建设协议，
目前店内共藏书 3500册，以文学
和茶文化方面的书为主，“来到西
津渡的大多是游客以及附近的居
民，这两类书籍和我们店的氛围
比较契合。”

在店内，记者偶遇了祝女士，
因为孩子在附近有一堂声乐课，
她每次送完孩子都会来这里“打
卡”，点一杯茶，翻翻书，等孩子下
课，“时间长了，居然帮我养成了
阅读的习惯。”祝女士说。

为了更好地推广阅读，店内
还依托原有的“周三茶会”，组建
了阅读群，开设“文心品书”专题，
一月一主题，品书、品茶、品光阴，
目前这里已举办阅读活动超过
200期。2018年，“马副官的店”入
选江苏省共享阅读空间的单体空
间，并被镇江市全民阅读活动领
导小组评为“最美阅读空间”。

近年来，镇江市图书馆在构
建全市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
馆制”四级服务体系基础上，注重
纳入不同类型读者群体，着力探
索主题分馆建设。

当前已建成的主题分馆中，
有以留守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
世业洲分馆，有针对低幼读者的
绘本故事园分馆，有服务老年读
者的老干部活动中心分馆，有面
向环卫工人的京口环卫分馆和润
州环卫分馆，还有红色书屋、生活
美学分馆、摄影艺术分馆等，满足
市民和读者的多元化需求，让阅
读服务更精准。

“每个人都有阅读的权利，但
是阅读也是分类的，每个群体都有
不同的阅读方向，在不同区域推出
针对不同人群的主题馆，体现了图
书馆‘为人找书，为书找人’的服务
方针。”镇江市图书馆馆长褚正东
说。

“城市书房”，
市民心灵的栖息地

风景秀丽的古运河畔，临近
“江南世家”，有一处隐逸的“世外

桃源”——上河·书房，它是镇江
市图书馆与镇江市城建集团合作
共建的智慧型阅读新空间，也是
我市首家24小时“城市书房”。

11 月的暖阳下，书房内温暖
舒适，40岁的李永兰埋首在一本
书间。家住万科的她之所以穿过
半个城市来到这里读书，正是看
中了这里的舒适宁静。“我在外企
工作，最近需要考一个证，听朋友
说这里不错，确实，这里既有学习
氛围，又有家的温馨，学习之余还
可以看看其他书调剂一下，最近
我每周都要来两三次。”

“风景宜人人入景，古院藏书
书自香”，上河·书房于 2018 年 7
月投入运营，书房面积 250 平方
米左右，分上下二层，32个书柜，
5000 多册图书，主要侧重人文社
科类书籍，可同时容纳 50多位读
者阅读。书房融合了传统江南特
色的建筑风格与新兴的阅读科
技，力争为读者创造一个有品质
的阅读空间。读者不仅可以在此
享受 24小时的图书借还服务，更
可以全天候的在这里阅读休闲
等。在引入新科技提供自助办
证、借还服务的同时，书房也注重
人文关怀，专门设立了盲人阅览
区，将盲道直接铺设到了盲人阅
览区，并为盲人提供专用的阅读
设备，希望将书房打造成镇江市
最有温度的街区图书馆，一个深
夜里温暖的文化符号。截至目
前，上河·书房总流通人数超过了
55000余人次。

“真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地方，
环境幽雅，第一次来，就爱上了这
里。”“书能使人展开想象，书能使
人的心灵变得纯洁，书能使人找
到前进的道路，我爱书，我爱这个
能让我静下心读书的地方。”“非
常好的地方，希望能一直一直存
在下去”……在城市书房的一面
墙上，布置了读者留言墙，一年多
的时间过去了，留言墙上已贴满
读者的留言，对于这样一个空间，
读者们表达了很多的赞许、期许。

让社会力量
成为阅读推广“助推器”

不久之前，位于梦溪广场移
动营业厅二楼的中国移动梦溪书
屋分馆投入使用。和不少分馆一
样，梦溪书屋分馆采用的是“合作

共建”模式。
据了解，我市图书馆服务体

系总体架构分为三层，其中镇江
市图书馆为中心馆，各辖市区图
书馆为总馆，基层图书室、行业图
书馆、社会图书馆为分馆。通过
几年努力，镇江市图书馆分馆数
量有了较大提升，服务体系框架
已基本搭建完成。同时，一个覆
盖城乡的大平台也已构建完成，
可初步实现通借通还。

“而分馆建设又采用了两种
模式。”褚正东说，一种为依托行
政力量的常规分馆建设，主要指
街道（乡镇）、社区（村）等各级行
政区的图书馆服务网点铺设，因
创建江苏省书香城市示范市的契
机，这类分馆的数量迎来了突破
性进展，现已达到 184家；另一种
为共建型分馆，大多数主题分馆
都属于共建型分馆，由市图书馆
和企事业单位签订共建合作协
议，市图书馆提供图书资料和专
业指导，共建方提供场所、设备和
人员，双方各自发挥优势，各司其
职，合作互利，这类分馆是近年来
市图书馆分馆建设的重要方向，
目前已建成 40多个。比如，与京
口区大学科技园共建的人才分
馆、与“马副官的店”合作共建的

“文心书咖”、与摄影家协会合作
共建的摄影艺术分馆等都是其中
的典型分馆。

一个个“阅读新空间”将阅读
嵌入城市的各个角落，仿佛一个
个诗意的港湾，成为市民心灵的

“栖息地”。“合作共建这种公共文
化服务模式，既满足了人民群众
就近便利阅读的需求，又有利于
推进文化场馆社会化运作。”褚正
东说，主题式、分众化、嵌入式的
公共阅读服务新样式，让阅读“无
处不在”，促进了阅读的便捷性和
均等化。“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
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阅读服务，
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图
书馆建设模式，让更多的‘城市书
房’来到市民身边。”

（朱秋霞 张仁君）

主题分馆成为新突破，我市建成主题“阅读新空间”40多个

“阅读新空间”让古城“书香四溢”
幽静的空间，淡淡的茶香，走进西津

渡“马副官的店”，使人感受到一种平静
与惬意。这里最特别的还属一排排的书
架、随手可取的书。一杯茶，一本书，对
于爱书又爱茶的人来说，这里是一个惬
意的小世界。

提到阅读，一般想到的都是传统的
图书馆或者书店，实际上，在“书香镇
江”，像“马副官的店”这样的主题“阅读
新空间”现在已有40多个，书香，悄悄在
城市的街头巷尾氤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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