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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救助为居民健康“护航”
“医疗减负”提升幸福指数

老手艺迸发新活力 热心老人义务磨刀剪

星报讯（李玲 记者 马冰璐）大病救助是一项备

受广大居民关注的利民惠民政策。昨日，记者获悉，

合肥市南岗镇双塘村出台相关规定，进一步降低了

大病救助的门槛，并拓宽了救助范围，从而让更多的

人受益，提升了居民们的幸福指数。

2017年1月，因颅内出血，家住合肥市双塘村柏

小组的居民胡贤凤在医院重症监护室住院治疗2个

月有余，住院期间医药费共花费 52 万余元，其中医

保报销 28 万余元，自费 23 万余元，老两口的生活因

病返贫。出院后，胡贤凤得知，村委会每年对辖区居

民有大病救助，所以向村委会提出申请。通过大病

救助项目，胡贤凤最终得到救助2万3千余元。

据了解，自2013年起，双塘村便出台规定：本村

居民因病治疗，凡自费金额达 5000 元以上(含 5000

元)，均可申请村里按照自费金额10%比例给予的补

助金。双塘村还把此项救助进行了拓展，以前享受

过民政救助的对象不予报销，现在均可以享受救助；

以前参加社会保险的人员不予报销，现在也纳入了

救助的“大盘子”当中。

提及村委会大病救助与区级救助金的区别，双

塘村村委书记夏国苍表示，区级大病救助金是一

般户 1.5 万封顶，低保户 2 万封顶，五保户 3 万封

顶，但这项救助措施上不封顶。此外，从救助门槛

上 来 说 ，普 通 居 民 申 请 大 病 救 助 最 低 要 自 费

10000 元才能申请，“在我们村，医疗费达到 5000

元即可申报，且不限次数，降低了门槛，让更多居

民可以享受到救助。这项救助在我们村自 2013

年以来每年都有，已经成为惠民举措的一项特有

制度，并将长期执行下去，截至目前已经救助461人

次，救助金额达80万余元。”

● 6月12日下午，合肥市蜀山区委党校常务副

校长赵顺一行，来到南岗镇侯店村开展党群连心桥

走访慰问困难党员活动。 □ 尹巧云 记者 马冰璐

● 近日，合肥市新华社区组织青年志愿者、党

员志愿者对辖区共享单车占用人行道“重灾”路段进

行整治，此次行动迅速、有效，为文明创建工作奠定

了良好的环境基础。 □ 刘学 记者 马冰璐

● 为营造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的良好氛围，

昨日，合肥市岳西新村社区计生协、关工委举行“书

籍沉淀智慧，科技点亮梦想”活动，近50名少年儿童

参与了此次“科普之旅”，感受科技魅力。

□ 孙玉敏 记者 马冰璐

● 6月13日，“彩绘盘子传文明，美丽龙居共添

力”活动在合肥市龙居社区举行，小朋友们以“文明养

犬”“文明出行”等为主题在盘子上绘制画作，传递共

建美好社区理念。 □雪松徐燕 云冈 记者 马冰璐

● 昨日，合肥市绩溪路社区党委举行“迎七一，

讲党课”活动，近50位退休党员一起聆听了以“不忘

初心，跟党走”为主题的党课。据了解，“七一”前夕，

该社区还将举行“讲一次红色故事”“探寻一次红色

足迹”等系列活动。 □ 屈澄皓 记者 马冰璐

● 父亲节将至，昨日，合肥市新华社区举行

“感恩父亲节，我为爸爸做领带”活动，12 组亲子家

庭一起动手用环保材料制作“领带”，制作完成后，

孩子们开心地将“领带”作为节日礼物送给爸爸，表

达感恩之情。 □ 刘学 记者 马冰璐

星报讯（尹巧云 记者 马冰璐）“磨刀嘞，磨剪

子嘞……”这拖着长音的吆喝声曾经响遍大街小

巷，作为一门老手艺，如今已越来越少见。家住合

肥市南岗镇侯店村的柏友金便擅长这门老手艺，更

为难能可贵的是，热心的他还经常义务帮居民磨

刀、磨剪子。

65 岁的柏大爷从小便喜欢看木匠师傅打家具，

日积月累，他也学会了木匠手艺，并爱上这一行。凭

着一手精湛的木工手艺，他不仅扛起了养家糊口的

重担，还成为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木匠师傅，“那时

候，经常有人慕名找到我，托我打家具，一年忙到头，

根本没有歇息的时候。”

“常年和锤子、凿子、刨子等工具打交道，我还学

会了打磨工具的技能。”七八年前，上了年纪的柏大

爷正式告别木匠生涯，闲不下来的他开始发挥余热，

走街串巷磨刀、磨剪子，“只要一天不干活，我就吃不

香，睡不好。”他笑着说，磨刀、磨剪子就是为了给自

己找个“精神寄托”，并不是为了挣钱。

“磨一把刀剪，也就收几块钱。”有时遇到经济拮

据的顾客，他还免费服务。值得一提的是，热心的柏

大爷还经常参加村委、物业举行的志愿服务，免费为

居民们磨刀、磨剪子，“看到大伙拿着磨得亮锃锃的

刀剪，心满意足地回家，我就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

觉得自己棒棒哒。”

51岁儿子一直与父亲同住
邵金水和51岁的邵秋云住在合肥市二里街社区安通

小区的一套两居室房子里，一间是爸爸的房间，一间是邵秋

云的房间，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就一直住在一起。

“儿子从小是在农村带的，有一次从桥上摔下来，家里

人没有及时送去医院检查，等我把他接回城里上学的时候，

就发现他不太对劲。”别的孩子讲解几遍题目就会，可儿子

要讲无数遍，成绩不断地下降，有时候讲话还有点语无伦

次，随着年龄的增加，儿子的问题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医生说可能是孩子小时候摔了的后遗症，伤到了神

经。”后来，儿子先后离婚、下岗，精神上的问题就越来越

严重，“经过检查，他是精神分裂症二级残疾。”

本来，邵金水和妻子两个人互相帮衬着照顾儿子，

2004 年，妻子去世后，他就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地照顾

着生病的儿子。

每天都要发病1、2次，夜里经常睡不了
有时候，儿子很清醒，还能陪着自己聊聊天，但每天

发病1、2次是家常便饭，尤其是到夜里。

“大喊大叫，情况严重了还会冲到厨房去拿刀，我晚

上经常睡不了。”邵金水说，孩子发起病来完全控制不了

自己，但清醒后的一句话却让他感动半天。

每次发完病，儿子邵秋云会走到邵金水的身边，跟他

说：“爸爸，我刚才大喊大叫不应该，影响你休息了。”

“他是个善良的孩子，也知道自己年龄不小了，还会

跟我说自己想要成家、想当爸爸。”每当这时候，邵金水只

能耐心地安慰儿子先把病治好，以后可以领养个孩子，

“我们也不想他这样，可他现在的状况根本不能成家。”

带儿子放风筝，儿子还得了三等奖
邵金水的身体素质一直比较好，退休后还教过一段

时间跳舞。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加入了风筝协会，体验到

了不一般的乐趣，“放风筝在室外，空气好，对颈椎也好，

最重要的是，能认识一帮志同道合的人，大家一起聊聊

天，很开心。”

现在，邵金水是蜀山区风筝协会的会长，一共获得过

2 次金奖、2 次银奖和 4 次铜奖，他做风筝的时候带着儿

子一起帮忙，参加比赛的时候也会带儿子出去玩玩，“他

给我当助手，参加过一次比赛还获得三等奖呢！”

“你在我还有个依靠，迟早你要走，我一个人怎么过

啊？”看着邵金水一天天花白的头发，儿子邵秋云有时候

会变得特别伤感。

邵金水也很放不下儿子，所以一直坚持帮儿子交保

险，前几年还申请了低保，“现在他每个月可以享受低保、

用药补贴、护理补贴等民生工程政策，加起来有将近

1000元，维持基本生活应该是可以的。”

而且，邵金水还有意识慢慢“练习”儿子独立生活的

能力，偶尔出去的几天，他会丢下几百块钱，叮嘱儿子自

己买菜、做饭、吃饭。十五年来，邵金水和儿子相依为命

生活，但他沧桑的脸上却没有少笑容，“时间长了，再大的

压力也能撑得住，我们要尊重现实。”

81岁“乐观爸爸”为病儿撑起一片天
“爸爸，我刚才大喊大叫不应该，影响你休息了。”很

多个夜深人静的夜晚，邵秋云会走到爸爸的身边，为突

然发病的自己道个歉。

今年81岁的邵金水总是耐心地安慰儿子：“没关系，

我知道你控制不住。”父亲节即将来临，记者走进这位八

旬老人的家中，自从十五年前妻子去世，邵金水就和儿

子相依为命，既当父亲又当母亲，为儿子撑起一片天。

□ 王佳伟 孙雨静 记者 沈娟娟

合肥首个
配套租赁住房项目封顶

星报讯（丁寒春 季云冈 记者 沈娟娟） 记

者从合肥市蜀山区住建局了解到，位于南七街

道望江西路与石台路交口东北角的伟星国宾

台项目 6 号楼已于 5 月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该栋楼为该项目中用于配建的租赁住房。这

是蜀山区利用国有建设用地建设的首批租赁

住房项目，也是合肥市首批租赁住房项目中第

一家完成封顶的。

据介绍，伟星国宾台项目于2018年11月开工

建设，属于黄潜望商圈，交通便利，周边配套设施

成熟。6号楼共有住房84套，每套建筑面积约90

平方，下一步计划全部装修交付，配齐厨房、卫生

间设施及部分家具。

“该 84 套住房只能用于出租，不能销售。出

租由开发商自主运营，定价按照市场化标准。”蜀

山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截至本月，蜀山区已推出 6 宗地块配建租赁

住房，预计共建设约 530 套租赁住房。所建设的

租赁住房均全装修交付，方便居民拎包入住。除

伟星国宾台项目外，其他 5 宗地块主要集中在蜀

山经济开发区，其中“中海世家”租赁住房项目也

接近完成封顶。

相关负责人透露，自合肥作为全国住房租

赁试点城市以来，蜀山区坚持分散配建租赁住

房，以满足不同区域人群租赁需求，所有配建的

租赁住房，全部公开向社会出租。下一步，蜀山

区将继续响应号召，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

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积极打造魅力蜀

山、首创之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