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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 通讯员 何丽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
衔接乡村振兴，实现特殊困难群体“病
有所医、医有所保”，永平县“五个到
位”打好特殊困难群体参保缴费“组
合拳”。

宣传发动到位。坚持“多渠道、广
角度、深层次、全覆盖”的宣传原则，创
新宣传方式，制作拍摄了以两个参保特
殊困难人员真实案例为内容的短视频

《守护》，参保政策宣传抖音2部，不间断
在电视、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等平台
推出，形成浓郁的氛围；用好“村村通”
动态广播，各村结合实际，录制了用当
地方言宣传参保政策的音频，在赶集日
循环播出，让特殊困难群体对政策的了
解更充分，变“要我参保”为“我要参
保”；充分发挥乡镇、村干部作用，深入
到每一户特殊困难户家中进行面对面

宣传，讲清楚参保缴费标准、国家补助
金额、医疗救助资助政策等，做到“找到
楼、走进门、讲到位”。

协调联动到位。县医保、税务、财
政、教育、民政、乡村振兴、残联等部门
之间强化联动，在全县构建起政府统一
组织、多方协作配合、集中收缴的城乡
居民参保缴费体系。同时，各部门之间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定期对脱贫户、监
测户、特困、低保对象、重度残疾人进行
数据比对、信息采集和动态更新，做到

“底数清、情况明、信息准”。2023 年以
来，县乡村振兴局共推送动态更新信息
3次544人，民政推送3次277人。

跟踪问效到位。定期调度特殊困
难群体参保情况，筛查并建立未参保人
员动态信息台账，对多次动员未参保的
特殊困难人员，县医保局主动与乡镇医
保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深入分析未参保
原因，主动服务、对症下药帮助解决参

保中遇到的问题。针对部分特殊困难
群体没有智能手机，不能上网缴费或不
会在网上操作缴费的问题，县、乡、村相
关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务，面对面、点
对点指导或是“帮办”“代办”，防止发生
漏缴现象。建立异地参保人员数据库，
由各乡镇、村经办人员逐一进行联系对
接，了解掌握异地参保情况，实现“不漏
一户、不落一人”。2023 年，共有 1130
名特殊困难人员实现了异地缴费。

服务保障到位。强化对医保经办
人员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
经办能力和服务质量，为特殊困难群众
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实现让特殊困难
群众参保“少跑路”“不排队”“无障
碍”。在广大农村全面推行“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参保模式，线上引导群众
通过“云南医保”小程序、“云南省电子
税务局”“一部手机办事通”等平台，实
现不出家门就缴费。线下深化“放管

服”改革，在 7个乡镇、75个村（社区）建
立医保服务站（点），将城乡居民参保、
停保登记，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异地长
期居住人员备案等 20 项高频医保经办
服务事项下沉，方便特殊困难群众及时
办理缴费业务。2023 年，共有 26903 名
特殊困难人员在网上进行了参保缴费。

政策落实到位。严格按照中央、
省、州各级要求，按标准落实好特殊困
难群体参保救助政策，让特困群体能够
及时享受到医疗救助分类资助参保政
策。报销上严格落实医院“一站式”结
算，积极争取，多渠道开通特慢病备案
登记、就诊购药的保障服务，认真落实
好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进一步
扩大普通门诊和门诊特慢病费用跨省
直接结算覆盖范围，方便群众在异地享
受到相应的医疗保障权益。截至目前，
完成跨省异地就医结算 333 人次，金额
186.19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马素萍 周志）
5 月 1 日，《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弥渡民歌保护传
承的决定》正式施行，标志着弥渡民歌
的保护传承步入法治化轨道，将进一
步激发弥渡民歌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有力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

弥渡民歌是指流传于云南省弥渡
县境内，以《小河淌水》《弥渡山歌》

《十大姐》《绣荷包》等为代表性曲调，

以山歌、小调、舞蹈歌、风俗歌等为主
要音乐体裁的各民族民歌，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作为
大理州 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中较早被公布的项目之
一，弥渡民歌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是
弥渡县特有的文化名片。

决定包含了弥渡民歌的定义、保护
传承的责任主体、职责措施、禁止性规
定等内容，是大理州人大常委会作出的
第一个立法性决定，是对健全地方法规

体系的有益补充，为弥渡民歌的保护、
传承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近年来，弥渡县不断加强弥渡民
歌的保护传承工作，举办了“小河淌
水”歌手大赛、“小河淌水”器乐（音乐）
晚会、“小河淌水”大理弥渡民歌节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不断扩大弥渡民歌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下一步，弥渡县将以决定的公布
施行为契机，建立并公布列入保护的
弥渡民歌曲目，详细制定弥渡民歌长

期保护规划和年度实施方案，以弥渡
民歌代表性流传区域为中心，建设弥
渡民歌生态保护区。同时，深入挖掘
整理和创作，充分发挥好弥渡花灯、
弥渡民歌当地群众基础相对较好的
有利条件，结合地方特点和实际开展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全面加强弥渡
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队伍建
设，推进弥渡民歌的活化利用，推动
弥渡县文化旅游事业和产业高质量
发展。

4月16日出版的第8期《求是》杂
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
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文章指出，弘扬革命文
化，传承红色基因，切实把革命文物
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历史
是最好的教科书，每一处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著名抗战遗址，书写了一个
又一个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新时
代新征程上，媒体人要切实用好用活
党的红色资源，坚定理想信念，传承
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凝聚奋进
力量。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
而发扬。当前，全国各地的红色旅游
越来越旺，很多游客都纷纷踏上红色
故土，在革命纪念馆重温一段激情燃
烧的岁月，在红色遗址中寻找历史留
下的记忆，在行走中去感悟革命先烈
们抛头颅、洒热血，宁死不屈的伟大精
神。作为当代媒体人，我们要牢记党
和人民的希望和重托，把“以人民为中
心”的红色精神融入血脉化作实际行
动，积极传播好党的声音，讲好党的故

事、革命的故事、英烈的故事，通过短
视频、纪录片、文物知识的故事化解读
等多媒体形式呈现，更加丰富立体地
展示红色文化，让红色故事直抵人心，
让红色资源真正动起来、活起来、用起
来，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辉。

红色江山，热血铸就；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越是走进红色资源，就越
能懂得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可贵，越能
感怀国家和民族日益强盛的骄傲与
自豪。新时代媒体人应该乘势而上，
把传承红色基因作为己任，珍惜来之
不易的幸福美好生活，不断创新传播
方式，做关注服务贴近民生的“有心
人”“知心人”“热心人”，以有温度、有
深度、有广度的新闻作品真实记录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不忘初心使命，永
葆奋斗精神，永远一往无前的生动实
践，努力将革命先辈开拓的伟大事业
不断推动前行。

上图 游客在剑川县马象公路
杜鹃花赏花打卡点游玩。（摄于5月
2日）

下图 游客在鹤庆县黄龙潭公
园里赏花游玩拍照。（摄于5月3日）

“五一”假期，来自各地的游客
到剑川县、鹤庆县等地踏青赏花、
打卡拍照，在美丽而浪漫的花海中
邂逅“诗和远方”。

［通讯员 周应良 摄］

剑川县江尾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蔬菜种植基地里，节水智能喷灌正在作业。
（摄于4月27日）

近年来，剑川县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推动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科技化、
标准化、智能化转型，促进农业发展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高文 摄］

“五一”期间，游客在巍山县永建镇东莲花美食街游玩打卡。（摄于5月3日）
东莲花美食街位于巍山县永建镇东莲花村，该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这里有

保留完好的古建筑，厚重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民族风情和美食，悠久的马帮文化，让
游客流连忘返。如今已成为展示巍山县民族饮食文化、商业交融、文化交流的集吃、
购、游为一体的商业示范街区。 ［通讯员 饶国生 摄］

媒体人要用好用活红色资源
□ 李锦芳

永平“五到位”——

打好特殊困难群体医保参保“组合拳”

弥渡民歌保护传承步入法治化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