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佩“挺身而出”点赞平民英雄
□孙维国

“有人连人带车栽到河
里去了，快来救人呀……”
昨天中午12时许，在海门
区四甲镇联义村17组宏伟
桥北侧，一名老太在路上声
嘶力竭地喊着。一遍遍的
呼喊声惊动了附近的村民，
大家纷纷从家里跑出，前往
事发现场救人。

（12月11日本报5版）

村民并非专业救援人员，
但在危急关头却毫不犹豫地
挺身而出。村民们的善举
令人深深感动和敬佩，他们
就是我们身边的平民英雄。

平民英雄不仅是一种
称谓，更是一种精神的象
征。他们可能是邻居、同
事，抑或是一个不引人注意
的行人。然而，在关键时
刻，他们却毫不犹豫救人于
危难之中。这种大爱无疆
的崇高精神，是构筑社会温
暖的最有力精神支柱。

当我们点赞平民英雄
的时候，实质上是在表达对
整个社会的信任。他们的
举动让我们相信，社会中充
满关爱和帮助，每个人都有
可能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值得强调的是，英雄并

非 局 限 于 战 争 时 期 的 角
色。在新时代，我们重新审
视英雄的角色和定义，不再
将其局限在特定背景下的
英勇壮举，而是看到每一个
为社会、为人民默默奉献的
人都有可能成为英雄。这
种重新定义英雄的观点，让
我们更加注重对普通人的
尊重和感激，使得英雄不再
是遥不可及的神话，而是我
们身边的、可感知的存在。
这样的新时代英雄观让我
们在日常中更能体察和珍
视身边每个平凡人所付出
的努力和奉献。

濠南
夜话

我市2024年度城乡居
民医保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
照护保险征缴工作启动，自
12月11日起至2024年1月
31日，具有本市户籍且未纳
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
围的居民，包括不在校的未
成年人，以及持我市居住证、
在外地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的居民，都可缴费参保。

（12月11日本报2版）

全民医保时代已经悄
然到来，前提是做大基金盘
子，构建覆盖城乡各类人
群、待遇水平稳步增长、公共
服务持续优化的医保体系。
由此而言，围绕“一人不漏、
一户不落”，要持续加大医疗
保险征缴扩面力度，拓展多

样化的参保缴费渠道，完善
困难群体、灵活就业人员等
个人参保缴费服务机制，“补
短板”应保尽保，全覆盖兜牢
民生底线，切实增强医保基
金的共济能力。

医保要给老百姓“稳稳
的幸福”，既要扩大覆盖面
和可及性，也要提升医疗公
共 服 务 的 均 等 化 和 便 捷
性。从这个角度来讲，要进
一步完善医保政策配套和
就医服务路径，在保障老百
姓用上更多创新好药的基
础上，持续完善常见病的诊
治规范，切实降低医药负担
和诊疗费用。在此基础上，
要持续构建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夯实“小病不出社区”
基底，促进医疗资源均衡化

布局和利用，不断缓解老百
姓看病难、用药贵的痛点。

发挥医保“及时雨”作
用，必须提高服务时效性，
切实解决百姓就医急难愁
盼问题。一方面要拓宽就
医圈，完善即时结报、先诊
疗后结算等机制，打通异地
就医报销“中梗阻”，让老百
姓看病诊疗更便捷；另一方
面构建服务圈，坚持线上线
下一起发力，延伸医保服务
网点，扩展医保服务内涵，
推动医保金融服务融合，让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分享到
更多真金白银的医疗红利。

用医保提质增效
托举百姓健康梦

□知新

时评 16

2023年12月12日 星期二 编辑：孟祥华 组版：徐璐 校对：李婧

声音
观点
1+1

【议论纷纷】

@殷建光 越来越多年轻
人在下班后热衷于从事副业，
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多元发展。
对此，公众应给予理解和鼓励。

@大冀州 年轻人在选
择副业时应保持理性，要在不
影响主业的前提下，合理分配
时间和精力，避免本末倒置。

【本期话题】

微
话题

织牢织密“一老一小”民生保障网
□梁诗韵

一老一小，是社会重点
关注群体。今年年初以来，
观音山街道人大工委依托
人大代表之家、人大代表联
络站等平台，以代表小组活
动、接待日活动为载体，关
注一老一小，听民意、聚民
情、解民忧。

（12月11日本报4版）

老有所养、幼有所育，
不仅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
福生活，也事关保障改善民
生、促进国家长治久安、增强
大国发展韧性。随着社会老
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一老一
小”问题已成为当前最现实、
最紧迫、最突出的民生。可
以说，做好“一老一小”服

务，就是办好走进人民群众
心里的民生实事。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擦亮幸福养老新底色，谱写

“抚幼护苗”新篇章，是一套
全方位、多维度的系统工
程，不仅需要政策红利，更
需要构建多层次、高质量、
一体化服务链条，将有助于
生育养育养老的优惠真正
落到每一个家庭。一条条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
容，体现的是人民至上的理
念，是最见用心用情之处。
顺应百姓期待，不断织牢织
密“一老一小”民生保障网，
将惠及亿万家庭，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一老”连着“夕阳”，

“一小”连着“朝阳”，都是关
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
一座有温度的城市，有适应
老年人蹒跚步履的慢节奏，
亦有蹲下身子、从一米高度
看世界的友好。如此，群众
才能从柴米油盐间触摸到
看得见的美好。唯有孜孜
以求、持续用力，一项项规
划部署、一次次制度完善，
将群众关心关注的每一个
细节变成触手可及的生活
场景，才能托起“一老一小”
稳稳的幸福；只有“朝阳”蓬
勃、“夕阳”绚烂，其乐融融，
才有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
福美满，才能让“夕阳美”

“朝阳艳”的幸福图景照进
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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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

破解“儿科医生荒”

近期，流感、肺炎支原体等
多种呼吸系统疾病持续高发，
多地儿科就诊量激增，让儿科
诊疗资源匮乏尤其是医生紧缺
等问题再次被社会关注，并引
发热议。你怎么看？

打工人做副业引热议

近期，关于“打工人做副业
是对还是错”的话题引发社会
热议。智联招聘发布的一份调
查数据显示，53.9%的职场人
士正在从事兼职。而这一比例
在“00后”受访者当中更是达
到了54.4%。你怎么看？

不带病上课

“很多家长，尤其是妈妈把
学习看得实在太重了，哪怕孩子
肺炎严重到需要住院，也不舍
得请假。”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外滩院区儿科主任李志飞如
是叹气说。“门诊中，这样的家
长很多，特别是小学高年级和初
中的家长，就怕孩子功课落下
了。有的发烧39℃多，妈妈说，
吃点退烧药就回去上课。”

（12月10日红星新闻）

带病上课弊端很多
□关育兵

当孩子患病时，休息是最
好的治疗方法之一，也是必不
可少的。让孩子带病上课，或
者出院后休息不够就复课，这
会导致孩子病情反复、加重或
者出现混合感染。到底是一时
的学习成绩重要，还是一生的
健康重要，家长们并不难做出
正确的选择。

还要注意的是，孩子们带病
上学，或者没有痊愈就回到学
校，还可能会影响其他学生。12
月10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疾控相关
负责人就建议，学生、教职员工
建议不带病上岗上课，防止将传
染病传入学校或者教室。可见，
不让孩子带病上课，亦是对更多
人负责任的体现。

学习是马拉松，一时的落
下虽有影响，但并不是最终结
果，更不会波及孩子的终身发
展。因此，家长们要有这样的
觉悟，坚决不让孩子带病上学。

是常识更应成规范
□江德斌

众所周知，人生病时是身
体最虚弱的时候，不仅没有精神
做事，还要与疾病抗争，体力、精
力消耗极大，往往只能卧床休
息。如果家长和学校为了抓成
绩，非得逼着孩子带病上课、写
作业，则就本末倒置了。基于孩
子的身体健康和长远发展考虑，

“不带病上课”是最佳选择，这不
仅是常识，也应成为规范，被家
长和学校所广泛遵从。

此前，多地教育部门发布
通知，鼓励生病学生好好休息，
可以不写作业。前不久，教育
部也印发通知，明确师生“不带
病上课上学”“对学生患病期间
的作业可不作出硬性要求”
等。可见，这些措施既是回应
大众的关切，也是对科学常识
的重申，理当成为学校必须遵
守的规范标准。至于生病学生
的功课、作业，可通过网课或者
教师辅导等方式，将未上的课
补起来就是了。

老年人对数字技术不熟
悉，这是他们的痛点和弱点。
当下互联网上的老玩家们精心
研究老年人的喜好和焦虑，一
边在内容上对老年人“洗脑”，
精准推送形成“信息茧房”。另
一边在小程序上对他们诱导消
费，利用信息差、利用规则打擦
边球，给老年网民挖下一道道
数字深坑。这种手段和套路真
是坑起人来没商量。

——钱江晚报：《微短剧平
台，别给老人挖坑》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运用
的场景越来越宽泛，由此造成
的侵权风险必须在法律上予以
应对。但面对像生成式 AI 这
样的新技术带来的问题，民法
上首先应当秉持鼓励创新、预
防风险的价值取向。一方面，
不能因为可能引发侵权风险而
对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课以过
重的责任，从而妨碍人工智能
技术的创新。另一方面，也应
当要求服务提供者尽可能采取
必要措施，预防损害的发生和
扩大。

——北京日报：《生成式人
工智能带来新侵权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