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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民群众始终有幸福感

星报记者：马鞍山是如何保障和

改善农村民生的？

郑为文：农村民生问题事关农民福

祉，我市率先实行“村村通”工程，推广

普及农村沼气，培训新型农民，建立留

守儿童之家，实施饮用水安全工程和居

民收入倍增计划等。

星报记者：农村公路“村村通”

工程取得哪些成就？

郑为文：“十一五”期间，我市农

村 公 路 完 成 建 设 投 资 4.02 亿 元 。

2007年就提前三年完成了省交通厅

下达的“村村通”建设任务。

星报记者：能否介绍一下马鞍山

市沼气工程建设的做法和成果？

郑为文：2011年，我市农村户用沼

气池500户、乡村服务网点12个。今年

3月，又开工建设沼气池1000户，乡村

服务网点10个。

星报记者：在教育方面，马鞍山

市委、市政府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郑为文：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

不能穷教育。我市高度重视中小学

校舍安全工程，在3年时间内投资4.4

亿元，对全市各级各类中小学存在安

全隐患的校舍进行抗震加固、迁移避

险，提高综合防灾能力。

农村民生：让农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医疗卫生：消除城乡医疗救助差别
星报记者：一直以来，“看病难”

和“看病贵”是群众关心的热点和社

会关注的焦点，马鞍山是如何破解

这一难题的？

郑为文：早在2006年，我市就出

台了《马鞍山市城镇非职工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2009年，我

市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两项制度整

合并轨，在全省率先建立并实施城

乡一体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今

年，新农合人均筹资达到290元，截

至5月底，新农合共支付补偿金1.46

亿元，总补偿人数110.8万人。

星报记者：对于一些困难家庭、

特殊群体、特殊病人，马鞍山市有哪

些救助措施？

郑为文：自2007年以来，我市建

立健全城乡医疗救助体系，消除城乡

医疗救助制度差别，实现了城乡医疗

救助方式、救助标准完全一致。在确

定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对象、重

点优抚对象为救助对象的基础上，新

增了城乡低收入群体以及特种传染

病患者，惠及了更多的群众。

星报记者：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建设状况如何？

郑为文：目前，全市共建设标准化

乡镇卫生院19所、村卫生室204所，实

现了标准化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全

覆盖，农村诊疗环境得到彻底改善。

在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现已

建成社区卫生服务机构90家。

星报记者：下一步，将如何深入

推进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郑为文：一方面巩固完善新农合

制度；另一方面重点加强城乡基层卫

生服务体系建设，持续稳步推进公共

急救服务项目的开展。全面实施公

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项目，建立健全城

乡居民健康档案。积极推进宁马两

市卫生合作，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星报记者：近些年来，马鞍山是

如何加强文化民生建设的？

郑为文：国家实施民生工程建设

以来，市文化委积极向上级争取项目

和资金，将市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建设

纳入省、市民生工程项目。截至去年6

月底，全市18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已全

部建成并投入使用，在全省率先实现

了综合文化站乡镇全覆盖。

星报记者：马鞍山有哪些特色文

化？

郑为文：我市充分利用文化阵地

开展农民灯会、农民文化体育节、广

场文艺演出等群众文化活动，定期举

办中国马鞍山李白诗歌节、和县蔬菜

博览会等大型活动，已叫响了自己的

文化品牌。再如“当涂民歌”、“采石

跳和合”、“丹阳采菱船”等多个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参加表演，充分展示

了马鞍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马

鞍山农民的魅力和风采。

星报记者：在文化建设上，马鞍

山下一步发展规划目标是什么？

郑为文：今年，我市正在积极争

创国际公馆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打

造以15分钟路程为半径的现代化城

市公共文化服务圈。

文化民生：文明之花城乡遍地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