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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直到确定要去长沙的前一天，我

才告诉家人。”5月5日，周洁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家人得知我获奖

后，特别开心，同时嘱咐我要静下心来，

继续认真工作”。

今年 39 岁的周洁是株洲市医疗保

障局大病医保（救助）科科长，负责株

洲市域内的医保扶贫、大病保险和医

疗救助工作。健康扶贫是“两不愁，三

保障”中的重要一环，周洁和同事们

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让困难群众看

得起病，不用因为医药费而放弃治疗。

“这个奖不仅仅是给我的，也是给

我们一起奋斗在健康扶贫战线上的同

事们的。”带着这份心情，周洁还去参

观了湖南省脱贫攻坚成果展。

展览上，先进楷模的照片屡屡让周

洁“破防”，尤其是看到株洲老乡、炎

陵县原县委书记黄诗燕的照片时，周

洁留下了泪水。

“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张医生和患

者交流的照片。”作为一名“医保人”，

周洁告诉记者，照片上患者轻松的笑

容令她的成就感倍增，“我是见证者，

也是参与者”。

周洁记得，刚开始接手扶贫工作时，

“5+2”“白加黑”是常事。她和同事们

不仅要制定完善的医保实施方案，需

要时刻注意电脑通知，及时核查患病

贫困群众的信息，还要对县级医保局

进行指导，跟随入户调查，确保医保

“这不是我第一次去长沙，但绝对

是最难忘的一次。”5 月 1 日，张红娟

回忆起参加湖南省脱贫攻坚总结表彰

大会的情景时，激动地说。

会议中，当省委书记许达哲宣告

“英雄的三湘人民，已把贫困这顶帽子

丢到了太平洋里，这是毛主席家乡创

造的又一壮举，这是属于全省人民的

共同光荣”时，张红娟红了眼眶。

“作为一名‘扶贫人’，我为自己 3

年来坚守在脱贫攻坚一线感到骄傲和

自豪，更明白这份荣誉的来之不易。”

张红娟说。

2018 年 3 月，时任湘潭县司法局

工会主席的张红娟被县委组织部派驻

至将军村任扶贫工作队长兼第一书记。

“要扶贫先扶智，要让贫困家庭的孩子

都能好好学习，不再为没有学费和生

活费而发愁。”在她看来，教育扶贫是

脱贫攻坚的治本之策。

过去的三年里，以张红娟为首的

扶贫工作队配合教育部门完成了全村

的教育扶贫工作，并争取到县政协等

部门单位，以及湘潭市“一滴水”公

益助学协会、子敬阳光等爱心团体的

支持。全村 44 名贫困学生没有一人因

贫困辍学。

张红娟的付出，村里老少都看在

眼里；她的荣誉，更是全村的荣耀。

“这一次在表彰大会上听着省委书记的发言，

我很激动！”5 月 3 日，邓超芝对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邓超芝是益阳市安化县云台山八角茶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2006 年，她研发的一款茶叶获得了

全国奖项。2007 年，她从公公龚寿松手中接过茶

叶加工厂，借款 80 万元，建成了第一栋厂房，购

置了成套有机茶加工设备，建立了现代化生产流

水线。

在她的经营下，公司逐渐成为安化县茶产业

龙头企业。为了不让“一家饱饭千家愁”的现象

发生，2014 年，邓超芝在马路口镇洞马村成立

了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向当地农户无偿提供茶

苗、肥料与技术指导，培养出了一大批专业茶农。

2016 年，脱贫攻坚的号角吹响，作为市人大代

表的邓超芝主动挑起产业扶贫重担，通过茶产业

直接帮扶马路口镇 6 个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与

此同时，她还和这几个村的村支书“约法三章”：

一是不管是不是贫困户，整村推进帮扶；二是负

责兜底收购，确保茶农的收入；三是针对没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可以通过入股分红的方式增加

收入。

通过努力，她对口帮扶的马路口镇 6 个村

2328 名贫困人口脱贫成功，“一个茶农一年一亩

地的收入一般可以达到 5000 元，最高可以达到

8000 元”。2020 年 11 月，邓超芝被评为“湖南省

劳动模范”。

表彰大会前一天晚上，邓超芝一直到凌晨 4

点还未入睡，稍稍眯了一会，又急匆匆出门，生

怕耽误了集合前往会场的时间，“或许是紧张吧，

我在酒店里迷了很多次路”。

邓超芝说：“乡村振兴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

来了，我们要继续把企业做大做强，这样才能带

领更多的乡亲们致富。”

面对未来，她充满信心 :“五一假期，不少游

客到我们这里买了大量的茶叶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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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扶贫，全村没有一个孩子因贫辍学

“根据表彰会议纪律，我把

手机关机了，会后一开机，电

话都被打爆了。”起初，张红娟

以为是村里有急事，谁知电话

一接通，那头就传来村民的祝

贺声：“张书记，我（在电视里）

看到你了，你是最棒的，我们

为你感到骄傲！”

挂断电话后，张红娟发现，

自己胸戴大红花的电视截图照

已在村里的微信工作群传开，

并引来一片点赞。

“对我来说，这份荣誉不仅

是对过往成绩的肯定，更是将

军村从贫困村向美丽新农村迈

进，绽放希望和活力的见证。”

张红娟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尽管自己将不再驻村，但

一定会把工作交接好。“脱贫

攻坚已经圆满收官，乡村振兴

扬帆起航。村里必须根据实际

情况，因地制宜明确发展定位，

以农旅文康融合为特色，充分

挖掘本土资源，丰富配套设施，

在提升当地群众生活质量的同

时，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来、留

下来，感受高质量发展、享受

高品质生活，全力打造布局美、

产业美、环境美、生活美、风

尚美的美丽乡村，由此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新模

式新经验。”　

健康扶贫，把星光灯光看作诗和远方

工作实施到位。“往往晚上八九

点钟回到办公室，还要根据走

访的内容完成材料，录入系统。”

周洁感慨，“‘医保人’是把星光、

月光、灯光看作诗和远方的。”

2017 年，株洲市在全省率

先实现“基本医疗+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三项医疗保障政策

“一站式”结算，2018 年 8月，

按照湖南省“一站式”结算服务

要求，再次升级为“基本医疗+

大病保险+ 扶贫特惠保 + 医疗

救助 + 医院减免 + 政府兜底”

等六重保障政策，确保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特困人员县域内

住院综合报销比例不低于 85%。

从 2017 年到脱贫攻坚任务

结束，通过基本医疗、大病补

助和医疗救助等政策，株洲市

累计补偿帮助贫困人口73.79万

人次，总金额达到11.39 亿元。

在湖南省脱贫攻坚总结表

彰大会现场，周洁一边听着省

委书记许达哲的讲话，一边在

本子上记录着，“写了两三页

纸，大部分是有关健康脱贫的

内容”。

回到单位，局里正在召开办

公会议，领导特地将她叫了起

来，向大家介绍并提出了表扬。

“同事们的掌声十分热烈。”这

让周洁感到十分暖心，“对于下

一步开展乡村振兴、做好衔接

工作更有信心了”！ （下转 07 版）

（上接 05 版）

产业扶贫，
“约法三章”规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