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新房生产忙，齐心共建美丽家园
北京房山

视点评论

莫让失信行为损害药品集采的好规矩

11月20日，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发布
了各省份评级为“特别严重”和“严重”失信的26家医药企业情况，
其中23家医药企业评级为“严重”，3家医药企业评级为“特别严
重”。根据信用评价目录清单，医药商业贿赂、涉税违法、实施垄断
行为、不正当价格行为、扰乱集中采购秩序、恶意违反合同约定等
有悖诚实信用的行为，被纳入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范围。

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医疗反腐力度持续加大，医
药商业贿赂已明显减少，现阶段出现的医药商业贿赂行
为，不仅影响药品集采，还破坏了医疗反腐的大好形
势。因此对于药品集采过程中的失信与违规行为，不仅
应冒头就打，更要通过征信惩戒等方式，给予迎头痛击，
如此才能避免出现新的潜规则，维护好药品集采模式的
严肃性和光明前景，让民众持续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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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多元评价标准破除“第一学历”限制
近日，有关“第一学历”的话题再次引发热议，尽管教育部曾

公开回复，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第一学
历”这个概念，但在实际招聘中，把“第一学历”作为评价标准的
现象依然存在。日前，中国青年报发布的一项有1000名受访者
参与的调查显示，55.1%的受访者认为这是高学历人才众多，竞
争激烈的结果，45.8%的受访者觉得这是种“一刀切”的选拔方
式，超六成受访者认为需要破除求职中的“第一学历”评价标准。

求职者的教育背景与其能力水平有一定相关性，但用
人单位如果只把“第一学历”作为招聘标准，却是唯学历
论、唯名校论的表现。“学历不等于能力”，以“第一学历”选
人，不仅不能为用人单位招聘到真正需要的员工，还会打
击高职专科、普通本科学生求职的积极性。破除“第一学
历”歧视，需要扭转用人单位“唯名校”的用人导向，提高高
等学校的办学质量，打破现有的人才评价体系，建立多元
的能力评价标准和培养体系。

多方合力呵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近日，某医院面向儿童的精神科门诊深夜排队的新闻在网

上引发广泛关注：“小小年纪怎么得了抑郁症”“我们的孩子怎
么了”……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再次成为热议话题。有调查数
据显示，我国近25%的青少年表示感到轻度或严重抑郁，至少
3000万名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面临情绪或行为问题。儿
童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和精神障碍患病率逐渐上升，
已成为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决定孩子能否健康快乐地成长，
事关家庭幸福，也关乎国家和民族未来。家长、学校和教
育部门一方面需要留心和深入调查导致青少年心理健康
问题的多方原因，消除隐患，积极预防；另一方面，对已有
相应情绪或行为问题的孩子也应该多关心，少责备，不要
把心理健康当成洪水猛兽，并注重学校里心理健康老师
的配备和培养，从多方面帮助青少年应对心理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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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 点观观

“意定监护”破解养老监护难题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崔安琪

“真的很感谢党、感谢政府，要不是党
和政府派来的这么多人，仅靠我们自己清
污，真的是无能为力。现在，房子修缮好
了，一切都恢复正常了。”11月15日，北京
市房山区佛子庄乡西班各庄村，村民佟建
银激动地说。

7月29日至8月2日，北京市遭遇特大
暴雨，引发流域性特大洪水，造成房山区多
处通信基础设施损毁。11月15日，中国妇
女报全媒体记者探访正在进行灾后恢复重
建的佛子庄乡、窦店镇、十渡镇、河北镇等
地，记者看到道路、电网、水利等基础设施
已基本正常，大田、露地蔬菜园区加紧恢复
生产，房屋修缮重建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
进行中。

修缮房屋，让家中充满温暖
西班各庄村地处佛子庄乡中部，村北的

班陈路为循环经济产业园垃圾运输车重要
交通保障道路，全村常住人口448户980人。

因该村东临大石河回水湾且地势较
低，导致该村在“23·7”特大暴雨洪涝灾害
中面临两路洪水夹击，村委会、社区卫生服
务站等房屋的一层几乎全部被淹，238户村
民的房屋受损，水电通信一度中断。

西班各庄村委会主任崔军虎告诉记者：
“目前，村子里水电网都通了，73户修缮户全
部完工并通过验收，达到过冬的标准，78户
重建户已开工76户，村民居住问题正得到
解决，棉被、棉衣等过冬物资也基本到位。”

村委会旁的二层小红楼就是佟建银的
家，雪白的墙面，干净的地板，一进屋就能
感受到热气和阵阵饭香。今年70岁的佟
建银告诉记者，现在屋里温度能达到24℃，

“取暖完全没问题！”
谈起暴雨来临时的情况，佟建银一边

整理洗好的衣服一边说：“暴雨冲走了家里
很多东西，包括洗衣机、电视、热水器、冰
箱、空调等。后来政府了解到情况，给我家
3万元修缮补助，现在又送来了大彩电。”

记者看到，客厅地上放置着一个未拆
封的新电视，佟建银表示，等电视安装完成
后，一家十几口人就可以一起看着电视享
受周末了。

加快河道水毁修复，计划明
年上半年完工

从西班各庄村往东，在河北镇檀木岗
村，记者看到，大石河河岸上施工队正在加
紧进行河坡防护和河底清淤施工，队员们
穿着安全服忙碌地来回奔走，挖掘机一次
次铲起河坡上的杂物。

“这次大石河河道修复的重点内容是
堤防加固，以防洪为主。工期很紧张，我们
全面开工，加班加点，计划明年5月31日全
部完工。”房山区水务建设服务中心主任李
洪涛说。

房山区水务局四级调研员张源介绍：
“房山区中小河流一共18条，‘23·7’特大
暴雨洪涝灾害后，河道发生塌坡、管涌、塌
陷等灾情。抢险作业之后，我们作出灾后
修复方案，虽然任务比较重，但是我们有信
心达到群众满意、安全保障的目标。”

据了解，房山区河道灾后恢复重建共

有4个项目，涉及18条（段）河道370.4公
里，总投资约17.59亿元。目前12条（段）
河道正在施工，已完成清淤疏浚22.735公
里，修复堤防及岸坡3.355公里，桥区护砌
0.391公里。

保障农业生产，盯紧粮食安全
居民生活离不开水利，更离不开粮

食。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强镇”，房山区窦
店镇拥有耕地1.93万亩，其中高标准农田
1.66万亩。受“23·7”特大暴雨洪涝灾害影
响，全镇农业受灾严重，直接经济损失达
4.8亿元。

然而，来到窦店镇的十二农场，记者看
到的却是一片充满生机的景象。绿色的农
场宛如大自然的画板，喷灌的水滋润着土
地，站在农田旁，扑鼻而来的是清新的泥土
气息。这里作为国家级生态农场，育有和
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联
合开发的实验品种，小麦育种后将销往河
北、山西等地。

窦店镇十二农场场长强瑞晶说：“从8
月10日开始，农场在区、镇、村政府的领导
下，开始清理地面的垃圾和淤泥，修理浇灌
设施，更换新的设备，重新恢复生产。10月
5日种上了400亩冬小麦，小麦播种恢复到
往年的生产水平，预计明年6月收获时，亩
产可达1200斤。”

窦店镇副镇长王琪介绍：“在重建阶
段，镇政府为20个受灾严重村和农业单位
发放救灾种子千余公斤，涉及白菜、萝卜、
油菜等多个品种；完成粮田、菜田灾后恢复
生产物化补助工作，为19个受灾较重村发
放尿素、蔬菜专用肥等各类肥料。目前，大
田、露地蔬菜园区已全部恢复生产。下一
步要为受灾严重的农业园区申报设施棚室
建设救助项目，通过先建后补的方式对坍
塌、受损的设施棚室进行重建和修复。”

据悉，目前，房山区已完成冬小麦播种
5万亩，达到去年同期水平。明年6月前，
房山区农业生产将全部恢复到灾前水平。

平急两用，结对帮扶共建家园
在窦店镇的西侧，京郊著名旅游胜地

十渡镇，正在加紧进行应急保障设施建
设。记者看到工地上贴着醒目的标语，“朝
阳区结对帮扶房山区共建方舟 兄弟情 鱼
水情”。十渡镇是“23·7”特大暴雨洪涝灾
害的重灾区，根据市委、市政府安排，由朝
阳区结对帮扶。

北京朝阳城市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十渡镇城乡建设办公室副主任（朝
阳挂职干部）郭忠介绍，十渡应急保障中心
为平急两用设施，平时作为社区服务中心
使用，保障十渡镇为市民群众开展各项公
共服务。应急时作为应急保障中心使用，
能够进一步增强十渡镇应对灾害的能力和
水平，提升救灾速度，保障人民安全。

“十渡应急保障中心应急用水利用井
水，项目内设净水器，应急时日常用水通过
加压泵提供洗漱功能。应急设备和日常使
用设备用房进行空间整合，柴油发电与电
气机房链接，太阳能光伏与储能设备相结
合，确保电能安全。卫星电话设置于管理
室内，危急时刻保持与外界的联络。什么
叫‘共建’？就是房山拥有相关的产业，设
备都是房山来提供，朝阳提供建设的大框
架，两边结合，也带动了房山区的相关产业
的发展。”郭忠说。

十渡镇项目办主任艾山江告诉记者：
“十渡镇加强跟朝阳结对帮扶这项工作的
全方位、深入对接，加快老百姓受损宅基地
等房屋的重建步伐，同时也加快旅游产业
的恢复。希望通过努力，明年‘五一’能够
向游客开放我们的景区，促进十渡镇老百
姓的就业和产业的发展。”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李熙爽

今年8月，我国东北、河北等地遭遇
洪涝灾害。其中，吉林省舒兰市、扶余市、
榆树市等市县共有26个乡镇201个村受
灾，全省农村共有8875户房屋倒损，鉴定
为危房7646户。如今，3个月过去了，冬
季来临、气温下降，吉林省灾后重建工作
进展如何，受灾群众又是否入住新房、温
暖过冬？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探
访多地展开调查。

入住新房 屋暖心更暖
蓝天、白雪、炊烟，如今的舒兰市开原

镇新开村，好似一副冬季田园画。村民徐
海玲在新建房内，跟记者介绍她的入住感
受，“房屋10月份就建好了，按楼房的标
准打的地基，屋顶安装了琉璃瓦和龙凤
脊。推开房门，墙面雪白，窗明几净，桌
子、沙发、柜子摆放得整整齐齐，家具齐
全，完全可以‘拎包入住’。”

这是一间带小院的平房，室内面积
大约80平方米，除了三间卧室和客厅，还

修建了卫生间和餐厅等活动区域。最让
徐海玲惊喜的是，“房屋采取了两种取暖
方式，一个房间搭建了火炕，烧上几把柴
火，炕可热乎了，另两间房则安装了地
暖，靠电取暖，用的是峰谷电价，价格也
合理。”

室外白雪皑皑，室内温暖如春。徐海
玲说，从8月洪灾至今，自己最大的感想
是“知足”，“党和政府真的关心我们，不仅
新房很快建好、补贴快速下发，而且领导
们还经常过来看望大家，关心房子漏不漏
雨、透不透气，温度是否合适。”

刚搬到新房时，徐海玲的小女儿还有
些不适应。“入住没多久，女儿就跟我说‘妈
妈，新房子更暖和，我们又有家啦！’”“我们
又有家了”，徐海玲将这句话重复了两遍，
她笑着对记者说，“有了新房子，柴火也准
备好了，今年，我们一定能温暖过冬！”

记者从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
解到，吉林今年计划加固、重建房屋5529
户，其中维修加固3082户、原址重建2163
户、异地新建284户，目前，已全部完工。
大批受灾居民已入住新房屋、温暖过冬。

政策保障 书写生活新篇章
田是粮，房是家。洪水来临后，家里

的150亩农田，是榆树市红星乡孙家村村
民张彩明最大的牵挂。“大水淹了田地，今
年收入能有多少？收成受损，明年的春耕
还有足够的资金吗？”

就在张彩明一家发愁之际，榆树市灾
后重建指挥部的办公人员给大家送来了

“好消息”。“政府和保险公司共同商定了
理赔政策，农业保险快速理赔，最大限度
减轻受灾群众的损失。”

张彩明笑着告诉记者：“感谢党和政
府的好政策，明年开春买种子、买肥料有
钱了。前一阵，我家已经将田地深翻了一
遍，目前看，土地情况良好，不影响明年继
续耕种。有点损失咱不怕，明年春天继续
干！”

不仅要将农田种起来，这两天，张彩
明还在为新生活作规划。“打算在新房的
院子里开垦一片区域种青菜，再修建一个
敞亮的‘阳光房’，新生活要有新气象！”

榆树市灾后重建指挥部办公室工作
人员范丹辰介绍，灾情发生后，榆树市迅
速联合28家乡镇街道以及31家市直部门
的成立灾后重建协调联动机制，形成了职
责明晰、优势互补、高效便捷的工作合
力。指挥部紧盯灾后恢复重建各个环节，
梳理出近100条恢复重建任务，并据此建
立了任务清单、项目清单与政策清单，有
的放矢、集中攻坚，抓紧修复基础设施、兜
牢民生底线。

范丹辰说：“截至目前，榆树市灾后
重建领域房屋修建按时完工，政策保障
有效覆盖，项目建设进度预计确保年底
前完成农村公路路基、涵洞工程建设，保
险赔付基本完成。此外，我们还将写好
灾后恢复重建的‘后半篇’文章，将灾后
重建与推进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科学谋
划乡村布局，将缺少物资储备库等基础
设施工作上的短板和不足补起来，为一
些村庄安装路灯、铺设水泥路，美化乡村
人居环境，努力将‘重建键’按成‘进步
键’。”

□ 丁家发

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2.8亿，其中有一部分没有子女
或者子女无法履行监护责任，当他们步入高龄或因失能、失智导
致民事行为能力减弱的时候，将会遭遇就医、照护以及去世后财
产处理、殡葬等诸多的问题与麻烦，谁来监护自己的晚年生活，成
为他们最大的关切。近年来，越来越多没有监护能力的老人或者
没有子女的老人，开始着手研究意定监护如何操作。

我国现行法律确定意定监护制度，让我国2.8亿老年人自主选
择监护人实现老有所依，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有尊严地活着，有助
于提高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

对于法定监护人缺失的情形，我国民法典第三十三条规定，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
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
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
监护职责。这种“意定监护”，能够切实地帮助许多老年人解决他
们养老方面的诸多问题。老年人在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时候，根
据自己意愿，委托自己信赖的人成为自己未来的监护人，尤其对
于那些和子女感情不和或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的老年人来说，能
够真正地实现老有所依。

当然，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
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监护人
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最大限度地尊
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保障并协助被监护人实施与其智力、精
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那么，如何避免老年人在丧
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监护人违背被监护老人的意愿
这一情形的发生呢？老年人在选择意定监护人的时候需签订正
规协议，并且最好设立监护监督人。如果发现监护人无法履行监
护义务，可以通过申请撤销意定监护人、重新指定意定监护人等，
切实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意定监护人的职责涉及财产处理、养老、就医、殡葬以及
失智孩子托养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落实涉及多个部门且程序
繁杂，部分个人和社会组织担心由此引起的法律问题，不愿意承
担意定监护的职责，老年人在寻找意定监护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
意定监护人，是当下部分老年人监护领域的难点。对此，相关政
府部门应当考虑保障老年人的利益，在其无法找到合适意定监护
人时，可以指定相关社会组织代为履行意定监护人的职责，在日
常照护、大病治疗、临终关怀等方面，遵循“最大程度尊重被监护
人的真实意愿”和“最有利于被监护人”两大基本原则，为老年人
进行兜底监护保障，真正让他们老有所依。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越来越突出。期待各地政府
部门采取措施保障和推进意定监护制度落实，破解养老监护等难
题，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在老有所依中走完人
生的最后里程。

让受灾群众住上暖屋子、奔向好日子
加固、重建房屋5529户

大建大治，托起受灾群众“暖暖的幸福”
——女报记者探访北京房山、吉林等地灾后重建情况

河道完成清淤疏浚22.735公里，完成冬小麦播种5万亩

今年7月底8月初，华
北、黄淮等地出现极端降雨，
引发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11月10日，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时强调，要“再
接再厉抓好灾后恢复重建，
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
业、温暖过冬”。近日，中国
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深入探
访北京房山、吉林等地，就
灾后重建工作进展、居民能
否温暖过冬及基础设施建
设等情况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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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建银家的温度计显示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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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建银满面笑容，在家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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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张彩明的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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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河河道挖掘机作业现场。崔安琪/摄

十渡应急保障中心施工现场。 崔安琪/摄

吉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