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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徐恒秋介绍，2003年以来，我省新

农合制度实现全省覆盖，农村居民医疗负

担得到减轻，卫生服务利用率得到提高，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状况得到缓解。但

是，受筹资水平的制约（人均 150 元），新

农合制度保障能力还十分有限，特别是参

合重大疾病患者医药费用实际补偿比例

全省平均不足40%，还难以有效解决保障

问题。

现状 新农合无法解决保障问题

星报追踪

淮河上游雨止
王家坝洪峰推迟

星报讯（ 实习生 卫萌 记者

俞宝强） 7月 20日 6时至21日 6时，

全省普降小到中雨，其中大别山区和

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有 7

个县市 10 个站点日雨量超过 50 毫

米。暴雨导致我省长江干流水位缓

落。汇口、池口站 21 日 14 时分别超警

戒水位 0.10 米、0.09 米，安庆、芜湖、马

鞍山站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随着三

峡水库泄洪及上中游来水的影响，我

省长江干流高水位和退水时间延长。

7月20日8时至21日6时，淮河上

游王家坝以上及涡河、颍河上游基本

无雨，这让王家坝洪峰推迟，有利抗

洪。但受上游来水影响，我省淮河干

流发生今年以来第一次超警戒水位的

洪水过程。根据实时雨水情，预计 7

月 22 日晚润河集水位 25.2 米，接近警

戒水位。

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江淮地区

仍将持续阴雨天气。针对我省淮河干

流上段超警戒水位运行，21 日下午 5

时，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第 18 号防

汛预警，要求各地加强干支流堤防、湖

泊圩口、小水库巡查防守，及时处置险

情，做好湖泊堤防防风挡浪工作。

我省启用
卫生应急工具箱

星报讯（陈旭 记者 王松青） 洪

涝灾区的疾病控制和预防，考验着基

层卫生部门。为我省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提供“参照标本”，引导和教育

群众提高防病意识和自救、互救技

能，昨天，省暨合肥市应急工具箱正式

启用，应急工具箱将在全省推广使

用。据介绍，应急工具箱从急性传染

病、心理干预、中毒、自然灾害四个方

面传播防病知识，赢得应急工作先机。

安徽红十字会
情系灾区见行动

星报讯（汤常荣 记者 江亚萍）

记者昨日从安徽省红十字会了解到，

截至 7 月 20 日，省红十字会共向安庆

等重灾区紧急运送救灾物资价值 190

多万元。

据悉，安徽省红十字会根据灾情

变化，于 7 月 12 日上午 8 时启动三级

应急响应，进一步明确会机关各处室

任务，及时将救灾物资紧急运送至洪

涝灾区，以解燃眉之急。

温总理的捐助催生惠民政策
我省重大疾病按病种付费相对国家政策进行了三方面“扩容”

7月20日，本报刊发《农村白血病

儿童最高报销90%》的消息，许多读者

致电叫好。昨天，省卫生厅副厅长徐

恒秋向记者透露，我省这一重大惠民

政策的出台，源于温家宝总理偶遇白血病患儿小李瑞

并当场捐助，从而引发了国家层面统筹考虑儿童大病

的医疗救治与保障。 记者王松青

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是来自于温家宝

总理的捐助。徐恒秋告诉记者，去年，温总

理到天津车站调研，偶遇白血病患儿小李

瑞一家因无力支付巨额医疗费用而犯愁，

温总理当场捐助。从帮助一个患病的孩

子，到牵挂全国所有的大病儿童，引发了国

家层面统筹考虑儿童大病的医疗救治与保

障。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要“开展农村儿童白血病、先天性心

脏病医疗保障试点，尽力为这些不幸的儿

童和家庭提供更多帮助。”从而引发了相关

政策的出台。

机缘 总理捐助催生国家政策

在这一过程中，安徽省政府要求探索

参合农民重大疾病救治、支付方式改革及

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的有效途径，这与国家

层面“开展提高农村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

障水平试点工作”不谋而合。今年3月 1

日，省卫生厅对所有省级新农合定点医疗

机构及省内三级甲等医院收治儿童白血

病与先天性心脏病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完

成《安徽省提高儿童白血病与先天性心脏

病医疗保障水平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草拟

工作。在历经一系列调研、讨论后，7月

16日，省卫生厅、民政厅印发《安徽省重大

疾病按病种付费并提高医疗保障水平试

点工作实施方案（2010版）》，自8月1日起

施行。

过程 我省政策酝酿近五个月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徐恒秋同时透

露，与卫生部、民政部文件相比，我省在

三个方面明显“扩容”：一是增加了试点

病种的数量，达到 11 种以上。二是除白

血病化疗、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手术治疗

外，还增加了白血病造血干细胞移植、先

天性心脏病内科介入治疗两种治疗技

术，满足更多患者临床治疗需求。三是

扩大了试点范围，我省试点工作全省铺

开，覆盖所有的县（市、区）。

此项政策的试点，是探索提高其他

大病保障待遇并建立新型付费方式的一

次有益尝试，也是新农合制度走向完善、

迈向成熟的一个转折点。

优势 三个方面明显“扩容”

星报讯（记者 徐涛 王玉 刘甜甜）

“车站怎么从23座变成了21座？而且线路

又怎么不经过我家门前了？”近日，针对省

城少数媒体对于合肥市轨道一号线规划的

报道情况，众多市民表示疑惑，纷纷拨打本

报热线询问。随即，记者从有关主管部门

获悉，少数媒体所刊登的示意图和内容属

错误报道。

“水阳街道站在哪里啊？怎么最后的

终点突然由徽州大道站变成了清潭路站？”

昨日上午，合肥市民刘先生致电本报热线，

表示他在省城少数媒体上看到了一组有关

该市轨道交通一号线线路图的示意，但是

却与以前该市有关部门公布的示意图大相

径庭。家住滨湖新区的市民张先生也反映

同样问题：“按照以前合肥市公布的规划方

案，一号线将从葛大店站向西转向后向南

直线延伸，而后又从花园大道站重新向东

转向再次继续南延。可是这家媒体的示意

图显示的该段路线却近乎是直线。”

记者从合肥市发改委获悉，近日，国家

发改委下发《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审

批合肥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

（2009-2016年）的请示的通知》（发改基础

[2010]1539号）已经到达合肥市，并从该委

转发至下一环节。而这也意味着合肥市轨

道相关规划“准生证”真正来到合肥。

昨日下午，记者就轨道一号线最终审

批规划，连线合肥市有关主管部门负责

人。对此，该负责人表示，虽然有着细微调

整，但是轨道交通一号线一期工程的站点

仍是23座，仅仅是根据客观因素一增一减

的变动而已；而且具体规划线路主方向也

未改变，这与省城少数媒体报道不相符。

为了全面报道准确的轨道交通建设资

讯，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明日，本报将推

出《轨道特刊》，详细披露经国家批准的最

为权威和准确的轨道一号线线路规划方

案，请广大读者关注。

合肥轨道一号线正式领到“准生证”
读者质疑少数媒体报道有误 本报权威报道明日“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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