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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川区双湾镇许家沟村，“土鸡

哥”陈永润远近闻名。作为肢体三级残

疾人，他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土鸡

养殖领域闯出一片天地。

“2019年，市残联举办的养殖培训

讲座，启发我通过养殖增加收入，之后

我开办了一个小规模的养鸡场，起名

‘土鸡哥养鸡场’。”陈永润感慨道，“随

着市场需求日益增长，原有的养殖规模

逐渐难以满足订单。扩建养殖场地、引

进更多鸡苗迫在眉睫，可资金短缺却成

了拦路虎。”

今年3月初，陈永润像往常一样浏

览金川区就业创业中心公众号，一则

《金川区2024年创业担保贷款工作公

告》跃入眼帘，瞬间点燃了他心中的希

望。

仔细研读公告后，陈永润惊喜地发

现自己完全符合申请条件。他赶忙准

备好相关资料，提交到金川区双湾镇政

务服务中心大厅初审。令他意外的是，

工作人员办事效率极高，没过多久初审

就顺利通过。因急需资金，陈永润又马

不停蹄地来到金川区政务服务大厅进

一步咨询。

在这里，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他，

耐心解答每一个疑问，并根据他的贷款

需求，迅速将个人资料和相关凭证上传

至银行审核。

“我们窗口始终秉持‘贷动就业、

扶持创业’的宗旨，今年上半年已为

17 位创业者发放贷款 270 万元，覆盖

餐饮、养殖等多个领域。”金川区就业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亚娟介绍。“我

们还将联合经办银行持续提升服务效

能，用金融活水浇灌更多创业梦想生

根发芽。”

等待贷款审批的日子里，陈永润既

忐忑又满怀期待。终于，10 万元创业

贷款成功获批并打入他的账户。

“这笔钱真是及时雨。有了它，我

就能扩大养殖规模，多买些鸡苗，还能

搭建光伏板改善养殖环境。”陈永润难

掩兴奋。如今，在创业贷款的助力下，

他的土鸡养殖规模逐步扩大，销售额也

有望大幅提升。

谈及申请过程，陈永润满是感激：

“工作人员知道我行动不便，主动上门

服务，不仅详细介绍申请政策和办理要

件，还及时跟我沟通进展，让我心里特

别踏实。”

陈永润的故事，只是我市创业贷款

政策惠及创业者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我市大力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

等政策，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支持。

2025 年，全市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270万元，其中为17名个人创业者发

放 270 万 元 ，为 6 家 小 微 企 业 发 放

2000 万元。这些资金如同涓涓细流，

汇聚成推动创业创新的强大动力，助力

无数创业者轻装上阵。

为了让更多创业者享受政策红利，

我市人社部门积极搭建多元化就业服

务平台。通过深入企业调研精准掌握

岗位需求，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多样化招

聘活动；针对市场和企业需求开设技能

培训班，提升居民就业竞争力，拓宽就

业渠道。

在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方面，我市将

申请对象扩大至法定劳动年龄内、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十一大类城乡劳

动者，包括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残疾人、

退役军人等。符合条件者最高可申请

3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3年，并享受财

政贴息。10 万元及以下贷款，以及特

定条件的创业项目和人员，还可免除反

担保，大大降低了创业门槛。

小微企业也有相应优惠政策。只

要属于小型、微型企业，当年新招用

符合条件人员达到企业在职职工人

数规定比例（超 100 人的企业达 5%，

其余达 10%），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

同且无严重违法违规信用记录，即可

申请贷款。

市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政强说：

“我市持续加大创业贷款政策宣传与

落实力度，优化办理流程，提升服务

质量。同时不断完善创业服务体系，

提供更多创业培训、项目对接、技术

指导等服务，助力更多创业者实现人

生价值，为我市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

的活力。”

用金融活水浇灌创业梦想
记者 文星乃 张文睿

“做个支架四五万，几盒药吃半

个月工资。”这曾是很多家庭面对疾

病时的沉重叹息。当“看病贵”成为

民生痛点，当药价虚高成为治病负

担，保障医保药品价格合理就成了医

保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市医保

局扎实推进医保药品价格治理，通过

“管、测、比、治”四项举措，确保集采

降价成果惠及患者，全力维护参保群

众利益。

走进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病房，

患者家属李柱正为母亲整理一抽屉的

药品。“我妈患心脏病三十多年，常年吃

药。就说这利伐沙班，以前四百多一

盒，现在十几块。”他感慨道：“各种药都

便宜了，家里负担减轻了许多。”

这变化的背后，是药品和医用耗材

集中带量采购改革的持续深化。市医

保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市集采范围已覆

盖 2920 种化学药品、8 类中成药、6 类

胰岛素及22种医用耗材。药品价格降

幅44.6%以上，医用耗材降幅更达74%

以上。

“过去，高昂的耗材费用常让患者

望而却步。”市中心医院口腔科主任黄

英指着诊室里的种植牙模型说，“现

在通过国家‘以量换价’，中选种植体

系 统 及 骨 粉 等 耗 材 平 均 降 价 约

60%。一颗常规种植牙全流程医疗

服务费控制在 3850 元内，加上集采

后 900 多元的口腔种植体和均价 327

元的牙冠，总费用告别‘万元时代’，降

到6000元以下。”

市中心医院心内一科主任尹洪飞

的感受更为直观：“几年前一台支架手

术耗材费就需4-5万元，现在整体费用

约 1.2 万元。支架从万元降到七八百

元，配套耗材降幅达80%-90%。”他记

得有位老人曾因经济压力放弃治疗，

“如今医保报销后自付两三千元，生命

的选择不再被价格捆绑。”

集采降价是基础，确保降价成果真

正传导至患者手中，则需精细治理。为

此，我市医保局创新构建“管、测、比、

治”全链条监管体系。

“管”出刚性约束。在医保服务协

议中，市医保局增设医保药品限价约定

条款：集采目录内药品加价不得超

20%，中药饮片等不超25%；集采目录

外的同样执行该加价上限。“这从源头

卡住了药店随意涨价的冲动。”市医保

局价采科工作人员杜敏介绍。德生堂

金昌药店负责人李艳萍坦言：“我们严

格执行限价，慢性病用药普遍降60%-

80%，硫酸氢氯吡格雷等药甚至降90%

以上。”

“测”出市场透明。健全医保药

品价格监测机制，定期随机抽取公立

医院、社区中心、民营医院及定点零

售药店价格“上网”公示，至今已发布

七期《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药品价

格信息公示》。“销量大的药价一旦

‘冒头’，立刻纳入监管视野。”杜敏

说。2024 年第一季度，60 家药店涉

及的 34 个价高药品已全部下调至众

数或众数价格以下，平均降幅 19%，

最高降 82%。

“比”出竞争活力。依托全省统

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比价系统，上线

金昌药品比价系统，成为市民购药

“神器”。在甘肃医保 APP、微信或

支付宝小程序输入药名，周边药店

的实时售价、厂家信息一目了然，更

能一键导航，彻底告别买不到、买高

价、跑断腿。

“治”出清朗环境。专项整治与常

态化监管双管齐下。针对集采执行“打

折扣”问题，2024年，市医保局对32家

公立医院全面核查，对 15 家未采购中

选药、21家未完成采购量、12家高价非

中选药占比超50%的机构分类约谈整

改。同时开展全市医保基金“堵漏洞、

促规范、守底线、保安全”综合治理，严

打价格欺诈、超处方用药等行为，守好

群众“救命钱”。

“市医保局将进一步建立健全集采

带量采购工作机制，不断扩大带量采购

品种范围，推动集中带量采购成为公立

医疗机构医药采购的主导模式，让老百

姓享受到更多药品、耗材集采降价的红

利。真正实现‘降价不降质’的惠民目

标。”杜敏说。

从令人却步的“万元牙”到千元级

的骨折手术，从每月千元的药费账单到

如今几百元的安心治疗，集采改革的金

昌实践正一笔笔改写市民的医药账单，

让“看得起病、吃得起药”的民生期盼照

进现实。

让集采降价成果惠及患者
记者 张 迈 李发华

近日，金川区上

海路供热管网改造工

程正加紧推进，施工

人员对老化管道进行

更换升级。作为我市

供热设施更新改造重

点项目之一，该工程

将有效解决金川区上

海路、重庆路、西宁路

等周边区域供热负荷

超标问题。

记者 张宏斌 摄

6 月 29 日，傍晚时分，金川区双

湾镇古城村的“中心地段”热闹非

凡。篮球撞击地面的砰砰声、乒乓球

来回跳跃的清脆声、健身器材规律的

吱呀声，还有此起彼伏的欢笑声，交

织成一曲充满活力的乡村协奏曲。

这里，正是村里新晋的“人气王”——

古城村多功能运动场。

这块占地不大却功能齐全的运

动场，由 1 块标准篮球场、1 块排球

（羽毛球）场、2张乒乓球台和15件健

身器材组成，是金川区文体广电和旅

游局推进全民健身设施向基层延伸

的重要举措。过去，村民们想锻炼身

体，要么得去镇上，要么只能在简陋

的场地上凑合。如今，这里成了大家

免费健身、休闲娱乐的新天地。

“以前想打球，得骑车去镇上，现

在家门口就有标准场地，群里喊一

声，球友立马到齐。”村民王强擦着

汗，笑得灿烂。篮球场成了村里年轻

人放学后、晚饭前的“必争之地”，自

发组织的比赛常常吸引不少村民围

观助威。

沿着健身路径，扭腰器、漫步机、

上肢牵引器等15件器材排开，成了中

老年村民的“打卡地”。“早上来活动

活动筋骨，全身都舒坦，几个老伙计

边练边唠嗑，心情也好了。”正在使用

健骑机的张大姐说道。

运动场的建成，不仅让年轻人有

了挥洒汗水的空间，也让中老年人和

孩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活动方式。

乒乓球台前，从切磋球技的老手到刚

学握拍的孩子，甚至带孙子的爷爷奶

奶，都能来挥上几拍。“这乒乓球台安

得好，我孙子现在天天吵着要来，手

机都少玩了。”村民李婶笑着说。

运动场还无形中成了村里的“新

客厅”。看球的、带孩子的、健身的、

聊天的，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多了，笑

声多了，邻里关系也更融洽了。村民

赵大姐感慨：“以前吃完饭各回各家，

现在都爱往这儿凑，感觉村里更有活

力、更有人情味了。”

古城村多功能运动场的建成使

用，是金川区完善农村公共体育服

务网络的一个缩影。它不仅解决了

村民健身难的问题，更丰富了农闲

和业余文化生活，激发了乡村的蓬勃

朝气。

金川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近年来，金川区大力推

进全民健身设施向基层延伸，精准对

接村民需求，让更多农村群众享受到

便捷、专业的健身服务。未来，还将

继续加大投入，推动体育设施覆盖更

多乡村，让健康的活力之风吹遍希望

的田野。

夜幕降临，运动场上的灯光亮

起，村民们仍在尽情挥洒汗水。这个

小小的运动场，不仅让村民们的身体

更健康，也让整个村庄的精神面貌焕

然一新，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一道亮

丽风景。

小场地变身幸福场
记者 张宏斌

市人民医院南院区骨科病房内，医生正在查看并了解患者的恢复情况。

记者 张迈 摄

在金川区北京路街道龙门里社

区，王林用一双崭新的智能机械仿生

手稳稳执笔，在宣纸上写下“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墨迹流动间，记

录着这位80后男子从绝望深渊攀向

自立自强的重生轨迹。

2014 年，一场工伤无情夺去了

王林的双臂。回忆起那段至暗时刻，

他坦言：“当时心如死灰，每晚都痛

哭。”漫长的康复之路异常艰辛：他卧

床半年之久，一年后才艰难恢复行走

能力，其间甚至经历了六七次生死攸

关的抢救。然而，刻骨的绝望并未将

他压垮。凭借坚强的意志，王林开始

了自我重建。他主动学习新知识，关

注时事热点，更重拾对

书法的热爱。在日复

一日的苦练中，他不

仅磨砺了技艺，更

重 新 找 回 了 对

身体的感知与

掌控。

“虽然

我嘴上常自

嘲‘摆烂’，但

生 活 哪 能 真 的

‘躺平’。”王林的

笑容里，是历经风雨

后的豁达。

在今年的全国助残

日期间，在市残联、市人社局以及王

林所在公司的通力协调和爱心企业

的捐赠支持下，爱心企业派出专家为

王林的双臂进行了精密测量与取型，

并于近期在西安通过安装、调试和康

复训练，最终免费为王林成功适配了

国内最先进的智能假肢。

这套假肢包含灵活的机械仿生

手与逼真的美容手，相比他此前使用

的假肢，更为轻便、智能、灵活。“通过

专用手机APP，王林能轻松完成抓握

物品、操作手机等精细动作，生活自

理能力显著提升，如同插上了‘科技

的翅膀’。”恩德莱康复器具（北京）有

限公司技术部总监刘伟彪告诉记者。

王林的新生，也照亮了曾经阴霾

笼罩的家庭。曾因儿子变故而愁眉

不展的母亲姚桂兰，如今欣慰之情溢

于言表：“出事时我心如刀绞，连门都

不愿出。看到他装上更加灵活的假

肢，越来越能照顾自己，我和他爸爸

出门也安心多了。”

6月16日，王林选择用最传统也

最真挚的方式表达谢意：他定制了一

面锦旗，亲自送到市残联。“残联助残

真情在，关爱残障暖人心”十四个烫

金大字，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市残

联热情接待了这位特殊的访客，工作

人员为他送上了诚挚的祝福，并鼓励

他继续勇敢前行。这份温暖的互动，

正是我市用心用情用力服务残疾人

的生动写照。

围绕残疾人的急难愁盼，我市正

以钉钉子精神，高质高效推进省市

2025年惠残实事：着力打造“如愿家

园”日间照料品牌，全

面提升托养服务质

量；强化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推动

孤 独 症 儿 童

关爱促进行

动先行先

试 取 得

实 效 ；落

实 残 疾 学

生 和 困 难 残

疾人家庭学生

教育救助政策；精

准实施特殊人群意

外伤害保险；坚持“一

户一策”，持续推进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改造；拓展提升“互联网+辅具”服务效

能，提升精准康复水平；搭建平台、开

展培训、访企拓岗、促进就业，助力残

疾人实现更充分、更稳定的就业，更好

融入社会，共享发展成果。

正如王林笔下所书，自强不息是

穿越生活重重险阻的力量源泉。当

顽强的个体遇见科技的温度与制度

的坚实托举，残缺的双臂亦能执笔书

写崭新而完整的人生篇章。我市正

以扎实的工作作风、贴心的服务措

施、科技的赋能增效，让残疾人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

保障、更可持续，不断推动残疾人事

业高质量发展。

科技助残 执笔新生
记者 张 迈 李新宇

图为王林正在使用新安装的王林正在使用新安装的

智能假肢练习书法智能假肢练习书法。。

记者记者 张迈张迈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