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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翠委员

黄金翠，永州市道县政协副主席

（候选人）兼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奋战在医疗卫生战线，黄金翠近

几年的履职足迹大多围绕“健康扶

贫”展开。贫困人口的保障比例确立、

一站式结算、慢病管理等工作，都

写进了她的“履职日记”里。今年的

提案，她关注了政策外生育人员不予

报销分娩医疗费用的现象。

让“政策外”孕妇产子无忧
“计划生育政策外（以下

简 称‘ 政 策 外’） 的 妇 女要

生孩子，从产检到分娩，通

常要花上万元，可即便她交

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最

后能报销的费用可能不超过

2000 元。”黄金翠表示，政

策外生育人员不予报销分娩

医疗费用的现象已与现行的

生育政策不相适应。

“关于对政策外生育人

员（怀孕期间并发症及分娩）

执行不予报销医疗费用，政

策内生育住院分娩实行单病

种限额报销的规定，以前之

所以严格执行，是因为在计

划生育政策期间，要限制政

策外生育，降低出生人口数

量，从而对于不符合计划生

育政策的参保人员采取强制

性行政措施。”黄金翠认为，

目 前 我 国 生 育 现 状 已 经 改

变，出生人口数量已连续数

年下降，而且国家在“十四

五”期间还提倡增强生育政

策包容性，降低生育、养育、

教育成本，目的就是为了优

生优育，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而 且， 在 黄 金 翠 看 来，

政策外孕妇生孩子的成本并

不低。“以永州市为例，据

统计，2020 年孕产妇住院分

娩平产约需 2500 元 / 例，剖

腹产约 7000 元 / 例，这还不

包含新生儿经皮测黄疸、听

力筛查、疾病筛查等自付不

记账费用。但城乡入保居民

住院分娩限额报销费用（平

产 1300 元、 剖 腹 产 1600

元）与实际产生的费用差得

很远。其中，平产报销比例

为 52%，剖腹产报销比例为

22.8%。”

对此，黄金翠建议省委

省政府对现行实施的部分生

育医保政策进行调整。比如，

适当提高生育医保政策的单

病种限额报销标准或者按照

参保人员住院正常报账比例

支付费用，同时让参加基本

医疗保险的政策内外生育人

员享受同等的医保政策，以

降低孕产妇死亡率，保障母

婴安全，体现参保人员同等

享受医疗救治的权利。

邓纬委员

邓纬，岳阳临湘市工商联主席。

2019 年，她参加了省政协社法

委组织的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政策落地落实的调研，并建议在全

省范围内出台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意

见，规范政商交往。今年，她关注

的焦点是如何保护未成年人。

这份提案“跨度”不小，但邓

纬坚持委员履职“不调研、不提案”

的原则。她说，党和人民对政协委

员寄予厚望，就要练就真本领，更

加务实高效地履职尽责。

全方位保护未成年被害人
“刑事案件中，通常都侧

重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

法权益的保护，对未成年被

害人的权益保障力度相对较

小。”此次参加湖南省两会，

邓纬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加强

对刑事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

的保护。

作 为 一 名 省 政 协 委 员，

邓 纬 经 常 受 邀 前 往 司 法 机

关 参 加 委 员 履 职 活 动。 经

多 次 座 谈、 调 研 后， 她 发

现 在 未 成 年 人 案 件 的 办 理

中， 没 有 充 分 注 意 对 未 成

年 犯 罪 嫌 疑 人 与 未 成 年 被

害人的双向保护。

邓纬透露 ：“我在对众多

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件进行调

查后，发现了几个特点：一

是熟人作案数据高；二是性

侵者多次作案比例过半，持

续作案时间长；三是遭遇性

侵人数中女童近 9 成，小学

和初中学龄段儿童受侵害比

例高；四是施害人呈现高龄

化趋势，城市和农村儿童均

面临风险；五是被害未成年

人中留守儿童居多。”

对此，邓纬建议，积极

开展普法进校园、进社区活

动，重点开展有针对性的幼

童法治教育；加强涉未成年

犯罪办案区建设，由专门机

构设 立专业的心理咨询室，

并在办理未成年案件中邀请

专业心理咨询师给予被告人

或被害人心理疏导，帮助被

害人走出心理阴影，回归正

常生活；推动建立未成年人

权益保护和涉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长效机制，推行“一站式”

办案机制，加强对未成年被

害人的关爱和保护，并为部

分家庭困难的未成年被害人

提供有效救助，以缓解被害

人身心健康恢复过程中的经

济压力。

杨丽萍委员

杨丽萍，益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

她关心关爱家庭、妇女、儿童，

任益阳市妇联主席时提出过有关家

庭教育的提案，也曾在各类活动中强

调和突出未成年人安全保护的内容，

并号召大家“守护童年，牵手共成长”。

今年的提案，她关注了被很多人忽视

的青少年抑郁问题。

构建全社会关注的青少年心理服务体系
“ 心理 问题已是困扰 学

生、家庭和学校教育开展的

重要因素。2020 年，全球儿

童精神障碍增长近 50 %，抑

郁症被认为是青少年致死的

第二大原因。”杨丽萍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据世界

卫 生组织（WHO）统计，全

球 有 3.5 亿 人罹 患 抑 郁 症，

近 10 年来增速比例为 18%。

同时有数据显示，我国 17 岁

以下儿童和青少年中，至少

有 3000 万人受到各种情绪

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每

年至少有 25 万青少年因精

神、心理问题失去生命，而

实际去专科就诊的儿童青少

年不到患病人群的 2 %~3 %。

数 据显 示，2019 年，部

分普通高中的心理问题发生

率为 11.3%， 初中学生心理

问题的发 生率为 12.7%，小

学高中级（五、六年级）的

心 理 问 题 发 生 率 为 8.5%。

2020 年，普通高中的心理问

题发生率超过了 16%，初中

学生心理问题的发生率超过

了 18%，小学生的心理问题

发生率也超过了13%。

“教育管理者和老师们普

遍反应，心理问题是教育过

程中最大的安全隐患，而这

个隐患具有隐蔽性，在毫无

觉察的时候就可能酿成无可

挽回的悲剧。”杨丽萍认为，

构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青少

年心理服务体系迫在眉睫。

因此，她建议着力打造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

作、责任共担、资源共享的推

进格局。比如，政法部门将青

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纳

入平安建设等考评范畴。此外，

着力建立“务实化”服务平台，

切实掌握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

康服务的重点、难点和差异化

需求，在服务理念、服务内容、

服务方式和阵地建设上进行优

化和创新；着力实现服务力量

结构多元化，进一步推进政

府购买服务，鼓励和支持社

会工作专业人员参与青少年

心理健康服务；着力提升服

务人员专业水平，制定常态

化培训计划，定期对青少年

心理服务人员开展职业素养、

操作技能和实地观摩等方面

的培训和督导，同时制定激

励政策，增强心理服务人员

的职业认同感。

上    湖南聚     两会2021

小凤新发现

建“妇联界别委员
工作室”为妇女儿
童排忧解难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妇联界别委员如何更

好地履职为民，为妇女儿

童着力解决“急难愁盼”

难题，一直是湖南省政协

委员、省妇联副主席卢妹

香重点思考的问题。

随着 1 月24日 , 政协

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开幕，这个问题的

答案变得愈加清晰。

卢妹香告诉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开幕式上，湖

南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在工

作报告中强调，要认真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把“更好联系和服

务所在界别的群众”落到

实处，做到更加主动、更

为经常、更有成效，坚守

人民政协为人民的初心，

始终做到为民代言、为民

建言、为民服务。

“听完报告后，经妇联

界别23名委员的积极讨论，

我们最终明确了2021年妇

联界别委员履职的工作思

路。”卢妹香介绍，今年将

成立一个“妇联界别委员工

作室”（以下简称“工作室”）。

“因为参加这次省两会的妇

联界别委员分别来自企业、

党政机关、卫生医疗机构

等，所以我们结合大家的

专长、特点、资源情况，

在工作室中又细分出健康、

权益保障以及经济文化三

个工作小组。今后，我们

还将联系、联动更多省市

县三级妇联界别的政协委

员加入进来。”

工作室的委员们能做什

么，该怎么做？卢妹香介绍，

工作室成立后，将以省妇

联建立的“湘妹子能量家

园”平台为载体，以家庭

为切入点，以积分制为手

段，以大数据科技为支撑，

利用妇联界别政协委员的

优势，借助“妇女儿童之家”

重要阵地，联动全省各级

妇联组织，号召广大妇联

人、志愿者为更多的妇女

儿童以及他们的家庭服务，

一起参与到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