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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承父志续写扶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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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西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妇女儿童事业，将妇女儿童发展纳入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
布局，统筹考虑，统一部署，加强领导，不断强化对妇女儿童事业的支持保障。山西省“十三五”发展规划
对妇女儿童发展作出专门部署。制定实施省妇女和儿童发展“十三五”规划，实施贫困县适龄农村妇女
“两癌”免费检查等一批惠及妇女儿童的政策措施和民生实事项目。将妇女儿童工作专项经费列入财政
预算，为妇女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更加深入人心，尊重妇女、保护儿
童的社会风尚日益浓厚。

全国三八红旗手郭子涵：

社区课堂、老年餐厅、康复健康中心……太原市迎泽区
南官坊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处处洋溢着老人的笑声。

占地2600平方米的南官坊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是山
西省2020年新建的30个城镇社区幸福养老工程项目之
一，日接待量可达到150人。中心有社区大客厅、社区课
堂、老年餐厅、康复健康中心、长者日间照料中心、健康管
理中心、老年用品体验区、居家上门六助服务8个功能区，
可为老年人提供康复理疗、健康咨询、中医养生、日托护

理等服务，还配有社区课堂、居家上门服务
等项目。

与此同时，为了让老人享受到更好的养
老服务，2020年，山西省还积极发挥社会力
量，为老年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全年共为
1.8万名65岁以上老人提供了心理健康评估
干预。

2020年，山西还建成156个3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服务试点，完成6.76万名残疾预防
重点干预和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

让每个老人的笑容更加灿烂，让每个孩
子在阳光下成长，构建“一老一小”服务新业
态，全力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让
人民群众共享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红利，既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
以人民为中心的真正体现。

“十三五”期间，妇女发展质量全方位
提升，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与经济社会
同步发展达到新高度。妇女健康水平不断
提高。

截至2019年底，全省医疗卫生人员总量
达到34.1万人，每千人口床位数5.83张，每
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注册护士分别达到
2.84人和2.92人，每万人全科医生、公共卫
生人员分别达到1.75人和5.88人。

2020年，妇女平均预期寿命达78岁，孕
产妇死亡率下降至10.6/10万，婴儿死亡率
下降至4.18‰，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至
5.27‰。

妇女受教育水平显著提升，义务教育阶
段基本消除性别差距，本专科生和研究生中
女生比例均超出半数。妇女创业就业形势持
续向好，城镇单位（非私营）从业人员中，女性
占35.8%，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比例

分别达到39.78%、50.15%。妇女政治参与
不断扩大。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女代表、省第
十三届人大女代表、省第十二届政协女委员
比例分别比上届提高 2.4、3.1、2.7 个百分
点。全省95.83%的行政村有女性“两委”成
员；82.73%的村妇联主席进入村“两委”。妇
女享有社会保障更加充分，各项社会保障实
现了制度性覆盖。妇女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
更加广泛，发展质量全面提升。

妇女事业发展达到新高度

健康扶贫创出山西经验
为贫困户解决看病负担重的问题，是“十三五”期间民

生领域的一大成绩。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采取“三保险”“三救助”和“双签约”，山西省率先
实现了贫困人口个人医药负担降低在10%以内，全省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256.17万人，已签约255.81万人，签约率
99.96%。其中，慢性病患者确诊44.81万人，签约44.77万
人，签约率99.91%，面对面随访慢性病患者43.23万人，随
访率达96.56%。累计救治贫困群众34.07万人次，救治率

达到99.9%。全省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累
计住院172.48万人次，住院综合保障比例近
90%。

全民医保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临汾、太原
等 7 个市开展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
（DRG）试点，将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高血
压、糖尿病门诊用药纳入医保范围，截至
2020年11月底，已有217.5万人享受“两病”

门诊待遇，减轻患者负担7.7亿元。25种门
诊中医适宜技术纳入了医保支付试点，298
种日间手术治疗纳入门诊按病种付费管理，
患者住院时间减少一半，费用支出节约近
50%。

一体化改革助推“双签约、三保险、三救
助”制度落实，创造了健康扶贫山西经验。为
全省整体脱贫交出了成色十足的终考答卷。

免费婚检孕检提升群众获得感
2020 年年初，山西省政府将“为准备结婚的男女

双方提供免费婚前医学检查”确定为十件民生实事之
一。

全省 2020 年共完成免费婚检 13.8 万对，婚检率
72.66%，疾病检出率为14.58%，涉及遗传性疾病、指定传
染病、精神疾病、生殖系统疾病、内科系统疾病等，均及时给
予规范指导、转诊治疗和医学建议。

目前，山西省已有23个县（区、市）实现
了婚检和结婚登记“一站式”服务模式，极大
地方便了群众。2021年，山西省将继续推进
免费婚检的落实，并将婚检率目标设为
75%，并对婚检补助标准定为300元/对。

2020年是为怀孕妇女提供免费产前筛
查与诊断服务民生实事在山西省实施的第4

年。全省全年共完成产前筛查24.1万人。
共筛查出高风险孕妇1.7万人，高风险孕妇
的转诊率为94.8%，产前诊断率为86.8%。
通过持续广泛宣传发动，免费产前筛查与诊
断服务的宣传覆盖面达到了98%以上，全省
的出生缺陷风险逐步降低，出生人口素质逐
步提高。

构建“一老一小”服务新业态

“住着父亲曾经住过的屋，走着父亲曾经走过的路，每
天做的是父亲曾经日日夜夜做的事，好像父亲还在自己身
边一样……”

24岁的郭子涵是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附城镇台北村
的第一书记，也是陵川县最年轻的第一书记。郭子涵的父
亲郭建平，原本是晋城兰花集团莒山煤矿台北村的第一书
记。2019年8月2日，年仅51岁的郭建平因劳累过度倒在
了工作岗位上。

专注考研的郭子涵得知这个噩耗时，“突然觉得天塌了
下来，感觉迷失了人生方向”。在台北村收拾父亲遗物的时
候，在村民口中，郭子涵第一次知道了作为第一书记的父亲
是怎样的一个人，也深深体会到了父亲生前为什么那么牵
挂台北村的老百姓。

面对和父亲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过的干部群众，郭子涵
仿佛看到了父亲，看到了父亲忙碌的身影。随着对父亲工
作的深入了解，作为共产党员的郭子涵作出了一个大胆的
决定：改变既定的考研计划，到台北村扶贫。

郭子涵的这个决定当即遭到了家人的极力反对。“家里

人都觉得这个想法不理智。”但执拗的她还是
向组织递交了申请。

2019年9月5日，在父亲去世33天后，
郭子涵第一次踏上了台北村的土地。

办公桌是父亲郭建平曾经用过的办公
桌，住的屋子也是父亲生前曾经住过的。每
天走着父亲曾经走过的路，每天做的更是父
亲曾经日日夜夜做的事，对于郭子涵来说，这
既是对父亲的一种怀念，也是对父亲未了心
愿的接续。

“在这里，就好像父亲还在自己身边，在
和我一起工作。”带着这样的情结，郭子涵很
快进入了“第一书记”的角色。

村民侯小毛是个残疾人，郭建平去世前
就在为他奔波办理残疾证，郭子涵接着协调
为侯小毛办好了残疾证；村民侯同法常年哮
喘，郭建平生前帮助他搞起了药材种植，郭子
涵继续帮助侯同法

扩大种植规模。污水处理工程、村民危房改
造、蓄水池的修建……起初村民并不看好的
小姑娘一件件办成了大家眼中“不太可能完
成的事”，也让村民对郭子涵充满了信心。

上任一年多时间，郭子涵带领村民扩大
白皮松、连翘苗木种植规模，建起了药茶加工
扶贫车间、文化长廊，拓宽硬化了村里的道
路，增设了太阳能路灯，完成了“煤改电”项
目，搞起了民宿旅游……

2021年2月25日上午，她作为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获奖者参加了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
彰大会，亲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并且作为山西省获奖者代表上台领奖。“这是
两代人的荣誉，这项荣誉更属于大家，属于所
有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奋斗者、参与者！”

今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前夕，郭子
涵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郭
子涵说，自己一定会沿着父亲的路继续走下
去，不辜负父亲的期望，不辜负台北村村民的
期望，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基础上，让台北村实
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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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县扶贫鸭
饼加工厂是县政府
2019 年 12 月引进
的一个扶贫就业
项目，加工厂每
天能生产鸭饼7
万多张，可解决
80多名贫困妇
女就业。在工
厂上班的易地
搬迁的建档立
卡贫困妇女有
40 余人，她们
住上了新楼房
并实现了家门
口就业。图为
2020 年 7 月 8
日，扶贫工厂的
姐妹们结束了一
天的工作，高高兴
兴地下班回家。

▲ 4 月 23
日是第24个世界
读书日，为营造
多读书、读好书
的阅读氛围，山
西省实验小学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
读书日活动。图
为该小学国师街
校 区 一 年 级 学
生正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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