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
母亲……”近日，荷塘区石子头社区
传来动听的歌声。原来社区正在
举办“星火相传”服务推进活动，小
舞台上演唱歌曲的是残障志愿者。

刘慧群 2018 年成立“星火相
传”残障人士自助互助项目，3 年
多时间，该项目提供各类志愿者
服务达20000多人次。

为让残障人士能像其他居民
一样幸福地学习和生活，刘慧群牵
头，在街道的支持下，社区内设置人
性化的无障碍设施，如方便视障人
士出行的盲道、有音响信号的电梯
按键；组织各种活动，让残障人士培
养爱好特长，提高职业技能与文化
素养，精神上得以满足；专门为视障
人士设置“微心愿”，为社区残疾人

提供日常生活帮扶服务；在充分发
挥残障志愿者的特长同时，联合党
员志愿者，形成1+1志愿服务模式。

“我们感受到了无微不至的
关怀和帮助。”残障人士言先生
说，家庭经济困难，上个月，通过
刘慧群和其他志愿者的帮助下，
儿子学校同意减免了伙食费和三
点半课堂费。

无声世界的她“点亮”残疾人微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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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
体记者/谢嘉）笑容温暖，做
事认真，荷塘区月塘街道不
少残障人士这样形容刘慧
群。47岁的刘慧群，双耳失
聪，13年前她成为一名残疾
人助理员后，一直关注身边
的残障朋友，并成立爱心团
队，引导残障朋友互帮互
助，实现生命价值。

双耳失聪后她用电脑“听”世界

28 年前，刘慧群的双耳突然
失聪。扎过无数次的针，吃过数
不清的药，跑过各大医院进行治
疗，最终无果。万幸的是，左耳戴
上助听器后，她能勉强与人交流。

在接受自己成了残疾人后，
刘慧群发现上网交流可以不需要
借助语音，便开始自学电脑。因
电脑技术好、为人热情，2009 年，

刘慧群在月塘街道办当上残疾人
助理员，在街道、社区帮忙整理材
料、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工资不多，但很开心。”一晃
十几年过去，辖区里有多少位残
障人士，每个人的住址、基本情
况，细心的她都“烂熟于心”。

无论距离远近，无论时间早
晚，发现他人有困难，刘慧群都热

心帮忙。辖区居民姚女士属于重
度肢体残疾，生活困难，缺乏社
交，她就上门陪伴，并成功联系企
业帮她找到工作。“现在的幸福生
活是我以前不敢想象的，真的谢
谢刘姐。”姚女士告诉记者，目前
她已经很好地融入社会，工作稳
定，收入也增加了，每天过得十分
充实。

成立互助项目“传递爱”

●如果你的身边也有帮助过他人、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只要能让你的心为之一动的，请将线索推荐给我们，拨打记
者电话18908431151（谢嘉），由我们去报道、拍摄，并送上一束鲜花。（鲜花由爱心花店“土图花坊”提供）

曾受过帮助的他
寻找16年前的“株洲雷锋”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何春林）这些年，家住河南商丘的
陈德明路过长株潭区域时，总会
习惯性地来到株洲火车站寻找一
家米粉店的经营者。

“这些年都没有找到，株洲火
车站变化很大，估计找到他们的
希望比较渺茫，但我还是想试一
试。”昨天上午，回到河南的陈先
生拨打了记者电话。实际上，陈
先生除了利用工作之余到过火车
站现场寻人外，还经常通过抖音、
网络论坛等方式寻找曾经向他伸
出援手的米粉店老板。

2004年至2006年期间，陈先
生独自一人来株洲谋生，成为一
名流动摊贩。平日里，他就在火

车站附近摆摊，卖点小玩具之类。
生意不好，陈先生的口袋常常

空空如也，窘迫的他常会来到这家
米粉店。得知陈先生遭遇后，米粉
店老板也不会收他的钱，照样会做
好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端上桌。陈
先生还向米粉店老板借过几次钱，
每次几十元，有钱的时候会还点。

2006 年，陈先生决定回河南
老家，囊中羞涩的他再一次来到
米粉店，吃了碗米粉，并向老板借
了 30 多元钱，随后买了张回老家
的火车票。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他们，
把欠账还上。”陈先生说，他和儿
子在老家经营了一家酒厂，日子
越过越红火。2019 年，他到长沙

参加糖酒会时，特地来了一趟株
洲火车站。但是，火车站变化很
大，米粉店已经搬离，附近店铺老
板也不知道具体信息。这些年，
他还通过多种途径寻找米粉店老
板，但始终未能如愿。

“陆陆续续大概借了 200 元，
虽然钱不多，但欠账必须得还，更
重要的是想当面说声谢谢。”陈先
生说，米粉店好像没有店名，米粉
店女店主喜欢唱歌、唱戏曲，男店
主当过兵，退伍后还当过民兵连
连长。他们有两个孩子，大的是
女儿，小的是儿子。

如果你认识米粉店老板，可
以拨打 28829110 提供线索。我
们会告诉陈先生，帮他完成心愿。

▲刘慧群就是残疾人身边的“雷锋”。记者/张媛 摄

轮椅上的她
圆了飞翔梦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实习生/肖雨娟

“你不行的！”这是事故后，株洲妹
子小丁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但这个倔强的 80 后姑娘，在周遭
人担心的眼神中，一直在用实际行动
告诉别人那三个字：“我可以”。

她真的做到了。3月9日，在株洲
汪家岭滑翔伞团队帮助下，小丁卸下
轮椅，圆了飞翔梦。

教练精心“护航”帮她圆梦

3 月 9 日上午，风速适宜飞行，80
后的小丁来到汪家岭滑翔伞基地。小
丁早年因事故双腿残疾，只能依靠轮
椅代步。

一开始，小丁并不能接受自己残
疾的事实，一度封闭自己，用她自己的
话说：“感觉人生一片灰暗。”

幸运的是，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小丁认清了现实，并勇敢走出来了。

“平时除了轮椅就是床，飞代表自由，
所以我一直想飞一次，对于我们来说，
特别向往自由的感觉。”小丁说。

在向汪家岭滑翔伞团队诉说了梦
想后，团队决定帮助小丁圆梦。

“从没想到，有一天，我还能在天
空翱翔！”3 月 9 日上午，在教练带领
下，小丁正式向天空发起挑战。

此次飞行并不简单。基地里不少
是拥有多年滑翔伞经验的资深教练，
但大家都是第一次带飞“轮友”。因为
通常情况下，都需要被带飞者一起协
作才能完成助跑、起飞，而“轮友”显然
完不成助跑。

汪家岭滑翔伞基地负责人周教练
表示，他们提前在起飞与落地的各个
环节设置多个辅助人员，让小丁在体
验刺激的同时充分保证安全。“为了她
的飞行，我们准备了很多，包括前期试
验，检查每个环节看有些什么问题。”
周教练说。

在300米的天空大约飞行了10分
钟。落地后，小丁湿润了眼眶。这也
是她体验人生中第一次飞翔。

她在300米的天空开心大吼

“系上安全带之后就开始感到紧
张和兴奋，但这种紧张是开心的紧
张。”小丁告诉记者，起飞前有两名教
练辅助她助跑，返回时也有多名教练
负责地面接应。全程她都感觉到很安
全很放心。

小丁在300米的天空约飞行了10
分钟。她告诉记者，在 300 米的天空
中，她看到自己飞那么高，什么烦恼都
忘记了，当时只感觉很开心。“由于从
没有体验到这样的飞行高度，看到树
木、房屋在脚下，自己也不禁大吼起
来，仿佛是在宣泄压抑在心头多年的
情绪。”

政府工作报告里的多重“涉老”利好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5日上午在京

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大会
作政府工作报告（下称报告）。报告涉及今年
工作重点的任务清单中，不少内容与老年人
的生活息息相关。

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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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批准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至 2022 年 3 月 25 日依法对株
洲新芦淞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道田
安置小区、沙堤安置小区 10 套安置房
公开征集受让方。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标的基本情况、挂牌价格及竞价
保证金

单个资产基本情况、具体挂牌价格
及竞价保证金请登陆株洲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ggzy.zhuzhou.gov.cn 及株
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网站：www.
zzaee.com.cn查询。

二、受让方条件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对产权性质无异议，有意向购买的个人
或团体（不限）均可购买。

三、时间节点
1、挂牌时间从 2022 年 3 月 14 日至

2022年3月25日止。
2、报名：意向受让方应在 2022 年 3

月14日至2022年3月25日17时前持有
效证件及保证金缴纳凭证到株洲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大厅（株洲市天元区
牛家牌路111 号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大
夏）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3、竞 价 保 证 金 交 纳 截 至 2022 年
3 月 25 日 17 时 前（以 银 行 到 账 时 间

为准）竞买保证金账户名称：株洲新
芦 淞 产 业 发 展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开 户
行：工商银行株洲董家塅支行，账号：

（1903020619200045686）。
4、资格审核时间：2022年3月28日。
5、2022 年 3 月 29 日 10 时在株洲市

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依照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进行网络竞价。

6、竞价结果公示时间：2022 年 3 月
30日至2022年4月6日，受让方于2022
年 4 月 7 日前往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办理《交易确认书》，并凭《交易确认
书》到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签
订《网络成交确认书》。

四、资产具体情况请到株洲市产权
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及株洲新芦淞产业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咨询。其他详情请
登录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ggzy.zhuzhou.gov.cn 及株洲市产权交
易中心有限公司网站：www.zzaee.com.
cn查询。

五、联系方式：
株洲新芦淞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刘女士 18073348625
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王先生 15007331615

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4日

株洲新芦淞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道田安置小区、沙堤安置小区10套安置房处置公告

预计今年养老金或涨4%

报告原文：稳步实施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适当提高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
准，确保按时足额发放。

解读：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
心主任郑秉文表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实施之后，对参保人来说，养老金按时
足额发放更有保障，区域间的养老金水
平差距也会有所缩小。从 2018 年开
始，政府为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筹做了
一系列的过渡性工作，包括中央调剂、
省级统筹、国资划转、社保费用由税务
机关统一征缴等，这些任务目前都已经
完成，为今年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全国统筹打下了基础。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
书长房连泉说，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明确
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增加数额，退
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今年预计涨幅为
4%左右。“今年经济增速目标是5.5%左
右，并且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而去年的
基础养老金涨幅是 4.5%，估计今年不
会比去年高。”

个人养老金制度“箭在弦上”

报告原文：继续规范发展第三支柱
养老保险。

解读：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
心执行研究员张盈华说，我国多层次、
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由作为第一支
柱的基本养老保险，作为第二支柱的企
业年金、职业年金制度以及作为第三支
柱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共同组成。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继续规范发展第三支柱
养老保险”，说明在总结此前个税递延
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基础上，将把发
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扩大到全国范围，
养老理财、养老储蓄的试点范围也将进
一步扩大。

“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从国家
层面而言，能够有效缓解第一支柱的压
力；从个人与家庭层面而言，是将个人
养老融入家庭理财的资产配置中，化家
庭财富为养老财富。”张盈华说。

居家养老服务获更多支持

报告其他“涉老”内容

◎推进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
中带量采购，确保生产供应。

◎完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办法，实现全国医保用药范围基本
统一。

◎逐步提高心脑血管病、癌症
等疾病防治服务保障水平，加强罕
见病用药保障。

◎规范医疗机构收费和服务，
继续帮扶因疫情遇困的医疗机构，
补齐妇幼儿科、精神卫生、老年医学
等服务短板。

（本报综合）

省级医保统筹大面积铺开

戴个“箍”就能看脑
细胞情况？

不法分子用所谓“高科技”的健
康预警仪，往老年人头上一戴，就骗
走数万元。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检察院通报该案。

去年 7 月，80 多岁的北京市民
王先生接到一通电话，对方称“明天
可以帮你做体检，还派车接送”。信
以为真的王先生将住址告诉对方。
次日上午，司机张某开车将王先生
带到了体检地点，之后，李某用所谓

“高科技”NLS 健康预警仪给王先
生做检测。检测流程就是将预警仪
戴在王先生头上，采集数据后出具
检测结果。

李某告诉王先生，检测结果显
示他的头部脑细胞死亡较多，脑神
经受损。经过分析和治疗，李某提
出收费2万多元。王先生告知并未
带这么多现金后，张某驾车带王先
生去银行取钱，拿到 2 万多元现金
后才离开。

此后，李某和张某以同样的方
式又骗走王先生1万多元。王先生
的儿子得知此事后报警。近日，李
某和张某均因犯诈骗罪，被海淀法
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拘役
六个月。

（摘编自《北京晚报》）

报告原文：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分
别再提高30元和5元，推动基本医保
省级统筹。

解读：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
中心特约研究员贺滨表示，在国民经
济遭受疫情冲击的背景下，2022 年
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人均财政补助仍延续前两年的增幅，
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健康的深切
关怀。“基本公共卫生经费标准的提
高，有助于提升基层防病治病能力。
在居民医保方面，近年来个人缴费标
准不断提高，保障水平也在提升，但
同时也给部分低收入家庭带来压力，

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增加投入就显得
尤为重要。”

郑秉文说，推动基本医保省级统
筹意义重大，不仅能增强医保基金的
抗风险能力，还将促进人才的流动，
并能更好地推行医保支付方式的改
革。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和门诊
费用的直接结算，也要求医保基金提
高统筹层次。“纵观2020年以来中央
文件关于基本医保省级统筹的表述，
呈现出从地方试点向全国铺开的星
火燎原之势，预计今年会有更多省份
按照分级管理、责任共担、统筹调剂、
预算考核的思路，逐步实施基本医保
省级统筹。”

报告原文：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开
展老旧建筑和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再开工改造一批城镇老旧小区，推
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

解读：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
中心主任郑秉文说，2019年以来，全
国累计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2
万个，惠及居民 2000 多万户。“但总
体来看，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仍在起
步阶段，存在一些问题。”郑秉文说，

社区居家养老是未来主流的养老方
式，而当前的老旧小区改造在无障
碍、适老化方面还存在较大缺口。

如何进一步推进老旧小区适老
化改造？一是加大筹资力度，推动多
元化筹资；二是充分发挥街道和社区
的作用，尤其是推动老楼电梯加装进
度；三是制定适老化改造清单及安全
性标准规范，提高老旧小区改造的品
质和效率。

大力推进适老化改造

报告原文：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优化城乡养老服务供给，支持社
会力量提供日间照料、助餐助洁、康
复护理等服务，鼓励发展农村互助式
养老服务。加大社区养老、托幼等配
套设施建设力度，在规划、用地、用房
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

解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
功成表示，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进
程加快，着力解决老年人的基本养老
服务问题迫在眉睫。随着高龄、失能

人口增多，家庭养老服务功能弱化，
社会化养老服务需求也持续高涨。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社会力量提
供日间照料、助餐助洁、康复护理等
服务，就是基于这些现实需求，为老
年人实现居家养老提供便利。“因为
很多老年人子女不在身边，白天需要
人照料，因此应该像办幼儿园、托育
所一样，大力建设托老所，相信在未
来有一大批社会养老机构能够提供
相关服务。”

相关链接

▲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