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了解到， 新晃各级计生协
落实中国计生协发起的 “暖心行动”，
在重点村 (社区) 创建 “会员之家”、
“暖心家园” 等活动阵地， 在关爱计
生特殊家庭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该县出台 《新晃侗族自治县计划生育
协会骨干会员联系户制度》， 从计生
协会会员中挑选能力强、 热心公益、

有责任心的计生协会会员为骨干会
员。 每名骨干会员负责帮扶 1户以上
计生特殊家庭等家庭;明确每个村民
小组配备不低于 2名计生协会骨干会
员。 结合当前扶贫攻坚工作， 县、
乡、 村对全县计生特殊家庭常年开展
“上一次门、 交一次心、 做一件事、
结一家亲” 的倾情关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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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01版）
“我们社区对 14 名计生特殊家庭成

员都一一记录在册、 铭记在心。 每年春
节、 端午、 中秋、 重阳等节气都会派人
上门慰问， 他们生病我们也会派人慰问、
照顾。” 董飒飒办事利落， 是个热心肠的
人。

10 月 10 日上午 10 时左右， 新晃连
日的阴雨停歇， 暖阳普照。 听说记者要
采访李银花， 又打听到李银花因类风湿
关节炎还没有痊愈、 正在新晃侗族自治
县中医医院住院时， 董飒飒赶紧带领我
们捎上香蕉、 苹果、 哈密瓜等一大袋水
果来到病房看望李银花。 李银花一见社
区工作人员来探望她， 连声道谢。 病床
周围， 洋溢着一片温情。

社区干部告诉记者， 社区干部、 计
生协会会员经常关心关爱计生特殊家
庭， 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和关怀， 也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拥戴。
偶尔路过的老人们看见社区办公大楼深
夜还亮着灯光， 都会走进来看看， 叮嘱
大家爱护身体、 早点休息。

住院不花钱， 还可领补贴
人间烟火气， 最抚常人心。
一般来说， 计生特殊家庭由于独生

子女死亡或伤残而丧失劳动能力， 加上
长时间过度悲伤对生活失去信心， 家庭
经济条件和生活质量大都不太好。 尤其
是生病住院的时候， 这些家庭所承受的
压力更大。 为了让他们重树生活信心，
生活无忧、 舒心、 有尊严， 新晃侗族自
治县出台特扶新政， 在经济上、 精神上
给予全方位的关爱和帮扶。

在离县卫生健康局不远的一间 40
平方米廉租房里， 67 岁的郭香 （化名）
已经在这里住了 10 年。 这个不幸而坚
强的老人， 2002 年 12 月女儿因车祸意
外死亡， 她成为计生特殊家庭 。 2015
年， 丈夫也因病离她而去。

郭香告诉记者， 丈夫去世后的第二
年， 新晃侗族自治县民政部门便帮她办
理了城市五保户手续， 近几年她每月领
到了 715 元城市五保金； 县卫生健康部
门帮她办理了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
证》， 每月领到了 800 元计生特扶金；
加上每月 103 元的退休居民保险， 生活
还过得去。

闲下来的日子， 郭香非常热心地帮
助社会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她帮助因
上班脱不开身的人上门照顾生病的父
母， 一守就是几个月。 她帮需要的家庭
找保姆、 帮保姆找工作， 一年下来帮 20
多名保姆顺利找到工作。 经常留住从乡
下进城暂未找到工作的务工人员， 免费
为她们提供吃住。 这是她觉得回报社会
的最好方式。

生活无忧后， 郭香最害怕的就是生
病住院。 她患有高血压、 痛风、 冠心
病， 每天要吃不少的药， 每月的药费都
要花 300 元左右。 今年住了一次医院
后， 这种 “害怕” 让社区干部和计生协
会帮她彻底消除掉了。

本报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刘亚非

———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精准帮扶计生特殊家庭走笔

特别的爱给特殊的家庭

社区工作人员看望慰问住院的
计生特殊家庭成员李银花

在新晃， 计生特殊家庭生活基
本没有后顾之忧。 记者了解到， 自
2016 年开始， 怀化市计生特殊家庭
农村与城镇特扶金一样 ， 均在国
家、 省里的基础上提高了扶助金标
准。 在新晃， 独生子女伤残的计生
特殊家庭特扶金为每人每月 470
元， 独生子女死亡的计生特殊家庭
特扶金为每人每月 800 元。 让计生
特殊家庭生活基本有保障。

今年 9 月 2 日， 怀化市卫生健
康委开展落实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联
系人制度等 “三个全覆盖” 专项行
动， 要求以落实好特殊家庭联系人
制度、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优先便
利医疗服务 “三个全覆盖 ” 为重
点， 压实责任， 精准帮扶， 提高扶
助关怀工作水平。

该县晃州镇党委书记杨海滨表
示， 开展落实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联
系人制度， 这项充满民本情怀的工
作安排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 为那些在支持计划生育
中做出贡献、 家庭遭遇变故、 生活

存在困难的特殊家庭提供政策保障
和人文关怀， 体现了对人民的高度
负责。

晃州镇是新晃第一人口大镇，
占全县人口近 1/3。 工作开展以来，
该镇对独生子女户中子女因故死
亡、 病残的特殊家庭进行摸排统计，
全镇共有 88 户。 镇党委书记亲自部
署和参与， 明确一名党政班子成员
带领镇卫计办、 计生协负责具体落
实， 通过发放联系知情卡、 面对面
走访交流分别同全镇 88 户特殊家庭
建立帮扶关系。 班子成员作为镇级
联系人， 定期对联系家庭进行走访，
解决突发和日常困难， 实现对特殊
家庭的精准帮扶。 计生特殊家庭所
在村社区书记作为村一级联系人，
在节假日走访慰问之余， 负责每月
走访 1 次计生特殊家庭， 了解生活
情况， 对联系家庭遭遇的突发变故
和特殊困难及时向联系镇领导反馈。
目前， 全镇 88 户特殊家庭在落实双
岗联系人、 协议医院、 家庭签约医
生方面均完成 100%。

今年 9 月 6 日， 郭香忽患痛风
性关节炎被送到新晃侗族自治县人
民医院， 住院期间， 又被查出冠心
病、 高血压病 3 级等 10 余种疾病，
共住了 8 天院。 这次住院花了医药
费 4459.41 元， 按照该县健康扶贫
政策， 全部由政府 “买单”， 她没
有出一分钱。

陪同采访的新晃县计生协负责
人说： “像郭香老人这种情况， 还
可以享受计生特殊家庭重大疾病住

院护理补贴 ，
每天可以领取
100 元 。 ” 换
句话说， 在新晃，
计生特殊家庭成员生病
住院， 不仅不用交医疗
费， 而且还可以领取护
理补贴。

据统计，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全县共有 27 户计生特殊家庭
领到了住院护理补贴 4.59 万元。

制度做保障， 党政来解难

协会在行动， 用心去呵护

20 多年前， 该县米贝乡左
溪村刘大娘刘静 (化名 ) 成为
计生特殊家庭， 老伴几年前去
世后她就一个人生活， 随着年
龄增长， 刘大娘身体毛病也越
来越多。 县里建立了计生特殊
家庭 “2+3” 联系人制度， 米贝
乡党委书记 、 村党支部书记 、
县卫健局家庭发展股负责人 、
骨干会员和志愿者成为她的联
系责任人。

在刘大娘生日那天， 工作
人员围着刘大娘齐声唱起生日
歌， 吹蜡烛、 分蛋糕， 县计生
协会给刘大娘送上一个大红包。
米贝乡党委书记问刘大娘还有
什么困难， 刘大娘摆着手， 一
个劲地说： “没困难， 我有特
护、 低保， 加起来一月有一千
多元钱， 你们给我修的新房子
马上就可以住了， 你们照顾我，
比亲生儿女还要好!”

“计生特殊家庭为我国推
行计划生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
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和关爱这
一特殊群体， 新晃卫健局党委
时刻把他们放在心上、 牵在手
上。 这是一种历史担当， 也是
一种家国情怀。 特别的爱， 必
须送给这些特殊的计生家庭。”
该县卫健局党委书记赵小玲表
示。

巍巍天堂山， 悠悠 水河。
如今，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 ，
新晃正加快推进小康新晃、 美
丽新晃、 幸福新晃、 活力新晃、
法治新晃 “五个新晃 ” 建设 ，
我们相信， 有新晃各级党政重
视爱护、 计生协会守护， 计生
特殊家庭的生活一定过得更加
幸福吉祥、 红红火火!

������本报讯 （通讯员 柯溢能 健康
报记者 宋黎胜） “久居兰室而不
闻其香”， 神经系统对外界刺激的
响应， 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降低。
近日， 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
院康利军教授团队和段树民院士团
队合作， 发现外周神经胶质细胞可
以直接感受环境气味刺激， 并通过
GABA神经递质， 实时抑制嗅觉神
经元的活性， 从而引起嗅觉适应
性。 这一研究开拓了人们对胶质细
胞功能的认知。 该研究成果近日发
表在国际期刊 《神经元》 上。

一直以来， 科学界都认为嗅
觉适应性是由神经系统中的神经元
“麻痹” 所造成的。 神经胶质细胞
是神经系统的重要组织， 对于神经
元的发育、 功能和健康至关重要，
其功能异常直接导致各种神经精神
性疾病。 相对于神经元， 神经胶质
细胞一般不形成典型的神经突触结
构、 细胞膜电兴奋性比较低， 因此
曾经长期被认为是 “惰性” 的组
织， 通过对神经元的支持、 保护和
营养等方式发挥作用。

康利军介绍， 这次他们通过

实验发现， 胶质细胞可以直接感
受气味， 同时还可以通过感知气
味产生嗅觉适应。 团队通过高浓
度的异戊醇对模式生物秀丽隐杆
线虫的头部化感器进行刺激， 发
现了嗅觉神经元和胶质细胞的钙
离子都升高， 而且都可以独立感
受到这个气味。 同时， 科研人员
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发现， 胶质细
胞在感受到外界刺激后， 还会释
放出具有抑制性的 GABA 神经递
质， 进而控制神经元使其对气味
的敏锐度降低。

氵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