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式亮相三年有
余 ，“ 天 一 甬 宁 保 ”
对于广大宁波市民来
说，已经不再陌生，
不少参保人也切切实
实地享受到了它带来
的便利和保障。

11 月 14 日 ，
2025年度“天一甬宁
保 ” 上 线 不 到 一 个
月，参保人数已突破
200万人。

突破 人

“天一甬宁保”保障“朋友圈”刷屏甬城

陪伴甬城三年有余，“天一甬宁
保”逐渐走进千家万户。低门槛是广
大参保人尝试的开始，广覆盖、更便
捷的理赔服务是他们信任的理由。

2022 年，是老林（化名）一家最
晦暗的一年。原本生活富庶的五口
之家，先后经历了投资失利、小儿
子重病的打击，近二十年的奋斗果
实在一夜之间成了镜花水月。

9 岁的小林确诊的是股骨骨肉
瘤，治疗费用动辄数十万元。为了
让儿子恢复健康，老林一家从没想
过放弃，掏空家底为孩子找适合的
治疗方案。为了支撑家庭开支，一
家人恨不得把一天当 48小时用，一
边照顾小林，一边争取时间多打几
份工。保险赔款，成了他们生活中
为数不多的慰藉。

“从 2022 年发现孩子生病后，
我们一直在奔波治疗，稍微有点空

闲，我就把积攒了一段时间的费用
清单拿去窗口零星报销。理赔拿到
的每一笔钱，对于我们家来说都是

‘救命钱’。”老林说，在一家人最
绝望的时候，是“天一甬宁保”的
赔款到账挽救了他们。那一串数
字，给了他们重振旗鼓，面对苦难
的勇气。

不限户籍、不限年龄、不限职
业、不限健康状况⋯⋯只要是参加
宁波市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均可投
保。对于很多人来说，“天一甬宁
保”传递的不仅是一份保单，更是
一份信心。

家住奉化的李大爷 （化名） 在
2016 年不幸确诊前列腺癌，多年

来，一家人靠着微薄的积蓄苦苦支
撑治疗。其间一家人打听了一些商
业医疗保险，均因李大爷已确诊患
病，难以提供保障。

2023 年，“天一甬宁保”这份
保险进入这一家人的眼帘。不限年
龄，得过病也能参保，还只要 100
元一年。彼时正值参保期，李大爷
的女儿就为他购买了 2024 年度的

“天一甬宁保”。没想到次年，这份
保险就派上了用场。

2024 年上半年，李大爷因前列
腺癌分别于奉化区人民医院、上海
第十人民医院治疗。当出院后的李
大爷看到 2 万余元的理赔款时，他
说，对于他们这样的长期受病痛折

磨的患者而言，有时候寻求的不单
单是减轻经济负担，而是一份心理
支持——知道自己被保障的信心和
底气。

截至 10 月底，2024 年度“天一
甬宁保”总获赔人次已达 120 万。一
笔笔赔付款背后，是无数与病魔抗
争中的宁波家庭。“天一甬宁保”与
基本医保紧密衔接，充分发挥补充
作用，进一步为属于他们的“战役”
提供坚实的后盾。

作为宁波地区专属的惠民型商
业补充医疗保险产品，“天一甬宁
保”在政府、保险公司、社会等多方
面的共同推动下，致力于建立“互助
共济、防贫扶贫、共奔富裕”的保障
新机制，有效减轻群众重特大疾病
负担。未来，“天一甬宁保”还将持续
探索优化，力争成为社会所需、群众
所盼的宁波爱心之城“金名片”。

托举数万宁波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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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人 员
正 在 为 市 民 讲
解 “ 天 一 甬 宁
保 ” 政 策 ， 并
协助市民参保。

“天一甬宁保”人气有多高，许
多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是最直接
的感受者。多位社区负责人告诉记
者，早在几个月前，他们那边就有居
民来打听新年度“天一甬宁保”何时
开始参保。

海曙区白云街道春悦社区共有
4000 多位居民，其中老年人约 800
位，大多数居住在望春佳苑小区。每
到“天一甬宁保”参保期，这里往往就
成了社区工作人员临时办公驻点，协
助有需要的老人进行线上参保。

章 大 爷（化 名）是 社 区 居 民 之
一，每次看到“天一甬宁保”的线下
服务点，他就会热心地当起“公益形

象大使”，招呼着伙伴们完成参保工
作。“‘天一甬宁保’推出的第一年，
女儿就帮我办理了。政府指导的项
目，保费也就 100 元，报销比例还挺
高，给自己‘保个安心’。”章大爷说，

“我最好是用不上这份保险，每年保
费也不贵，就留给有需要的人。”

像章大爷这样的“粉丝”还有很
多，在目前的 200 万参保人中，有 180
万人为连续参保。

今年的“天一甬宁保”产品延续
历年公益、普惠、共富的理念，坚持
三个“不变”——

一是参保对象不变。宁波基本
医保参保人均可参加，并且不设既

往病史等限制条件。二是缴费标准
不变。和去年一样，成年人每人每年
100 元，学生及未成年人每人每年 50
元。三是保障范围不变。既保医保目
录内，也保医保目录外。具体包括住
院及特病门诊医保范围内及自费医
疗费用，恶性肿瘤处方外配自费药品
和特定罕见病药品费用，以及质子、
重离子医疗费用等方面。

在此基础上，今年，“天一甬宁
保”将加速与健康管理服务的融合
供给，从“保疾病”向“保健康”探索，
持续完善健康保险产品体系与服务
体系，让产品与广大参保人日常生
活的链接更为紧密。

180万人为连续参保人员史旻 李睿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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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海清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当前，
基层负担过重，影响了干部工作积
极性和服务群众的实效，如何破解
这个难题？

为基层减负，确切表述应当是
“为基层减少不必要的工作负担”，
这听起来并不难懂，做起来却困难
重重。比如，哪些检查是必需的？
哪些考核是多余的？哪些是职责所
在？哪些是额外负担？这些问题往
往很难说清楚。为基层减负，只有
对那个“负”有所界定，长效机制
才能“长”起来，才能真正有效
果。

基层的忙、乱、苦、累现象，
主要是由一些机关部门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用形式
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反形式主义的
会议、材料、台账、考核等让基层
疲于应付，苦不堪言。一方面反对
官僚主义，同时又大搞强迫命令和

“瞎指挥”，劳民伤财。可以设想，
如果以这样的思想作风为基层减
负，基层的负担只会越来越重。

还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有的
领导干部，工作热情高，诚心诚意
抓基层、抓落实，却不得章法，缺

乏科学态度，好心办错事，反而给
基层添乱、帮倒忙。另外，机关部
门之间、机关与基层之间职责不
清、关系不顺，使基层无所适从。
这些问题，无意之中成为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的“挡箭牌”和“遮
羞布”。换句话说，体制不顺是最大
的浪费，职责不清是最大的隐患。

在有些地方，一方面，基层干
部工作压力大，忙忙碌碌；另一方
面，基层治理又比较薄弱。从近期
公布的几起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和生
态环境损害案件分析，既有职能部
门责任心不强、监管不力的问题，
也有上下左右关系不顺、职责不清
的原因。以城市社区为例，按照法
规，社区居委会是群众自治组织，
可以协助政府或其派出机构做好与
居民利益相关的工作。然而在“某
某工作进社区”的口号下，许多行
政职能延伸到社区，社区居委会实
际上成为行政机关的延伸部分，增
加了社区的工作压力，自治功能被
弱化。对此，有的单位态度暧昧，
时而抱怨“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
针”，时而又责怪机关部门直接与
群众打交道，不拿自己当一回事。
不难发现，在有些地方，无论是机
关部门还是基层单位，都存在“乱

选 择 ” 的 问 题 ， 有 好 处 “ 抢 篮
球”，对苦差事则“踢足球”，这也
是一种累。可见，为基层减负，弄
清楚什么是该减的那个“负”，尤
其重要。

实现思想观念的转变。评价和
考核一个单位的工作，要从重过程
转变到重结果上来。要分清上级机
关与下级单位的职责，上级注重抓
宏观决策、抓原则大局，只要能完
成工作任务，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下级应有更多自主权。以往那种事
事过问、频繁检查的领导方式，需
要改变。

用法规来定“负”减“负”。
不必要的工作负担、不合理的工作
压力，往往来自上级部门的随意
性，脱离实际，于法无据。是否应
该减少，应该用法律法规的尺度来
界定。农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处
于最基层，进社区、进农村、进企
业、进校园之类的事项，要有据可
依。或者根据需求与可能，在协商
的前提下安排工作任务，不能以行
政手段搞强迫命令。依托法规为基
层减负，可以防止该减的没有减
少、不应该减少的工作任务反而被
削弱的现象发生。

减基层之“负”，先要精简机

构。基层的忙乱，与机关部门人浮
于事而又要刷存在感不无关系。因
此，要把为基层减负与深化机构改
革结合起来，进一步精简机构，把
人员充实到基层一线。凡是向县级
以上机关借用、选调干部，要有规
范的程序。

俗话说，“昏官告示多，差生文
具多”。基层治理中的许多问题，是
某些机关干部朝令夕改、盲目决策
造成的。为基层减负，必须提高干
部队伍素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
下常态化，加大调整不适宜现职干
部的力度。良将带精兵，优秀的领
导干部才能让下属忙而不乱。

把基层该减少的负担理清楚
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成了过
街老鼠，那些虚的假的空的“花架
子”，只能“大惭而去”。会议多、
文件多、台账多、检查多、考核
多、工作群多等负担，也就会越来
越少，让基层干部把精力真正放在
解决问题和服务群众上。

厘清应该减少的“负”

明 星

近日，湖南怀化市一家理发
店火了。带火这家店的发型师晓
华，被网友称为“听得懂话的理
发师”。不少人说经她一番打理，
顾客可以“笑着走出理发店”。这
家甚至需要排号才能进的理发
店，火的“密码”在于用心用情
把普通工作做真做好。

理发是老百姓的刚需。消费
者不管是剪发、烫发还是染发，
都会多多少少提出不一样的需
求。构建让人满意的消费关系、
满足消费者别样的需求，落到根
本处，就是真诚服务。

这位普通劳动者的走红看似
偶然，背后是日复一日坚持把手
头的事干好。晓华的愿望只是想做
个普通发型师，剪好头发就行。她
的手艺在进步，但价格却没变。
消费者也对理发店“用脚投票”，
回馈发型师全心全意的付出。

构建良好消费关系需要用心
用情。这家理发店能根据顾客特
点设计发型，把顾客要求用心落
到实处。不管是“刘海在眼睛上
面一点、眉毛下面一点”，还是

“稍微修得蓬松一点”，抑或是
“把后面剪饱满一点”，基本能得
到较好满足。很多看似简单的工
作，要做得长期让人满意其实并
不容易，关键在用心用情，千行
百业都是如此。

生活不会亏待每一个在工作
岗位默默耕耘的人。小小的理发
店受到欢迎，反映出消费者对获
得优质服务的热切期盼，也是对
踏踏实实做事的劳动者给予回
馈。大到一个行业、小到一家店
铺，用看似“最笨”的方法练好
内功、做好服务，才能获得市场
的认可、实现自身价值。

提振消费的要点在于供给侧
和需求侧的紧密贴合。当前，各
地正在想方设法把促消费和惠民
生结合起来。此时尤其需要在供
给侧深入挖掘潜力，提供更高质
量的产品和服务，营造放心的消
费环境，以更有温度的方式满足
需求侧广泛的个性化期盼，找到
与消费者的多维度联结，与消费
者产生深度的价值契合、情感共
振。

在互联网上一家理发店的热
度会很快消退，但普通劳动者

“出圈”的道理不会褪色。
我们期待，用心用情干好每

件工作，以真诚服务收获人心的
启示能广泛播散，为这个冬天添
一把“火”，温暖更多人。

理发店火了
服务真诚就能收获人心

冯海宁

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
2025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工作的通知》，部署各地各高
校实施“2025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
业生就业创业促进和服务体系建设
行动”，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
量充分就业。《通知》 要求严禁发
布含有限定 985 高校、211 高校等
字样的招聘信息，引发关注。话题

“校园招聘严禁限定 985 和 211 高
校”冲上热搜 （11 月 14 日央视新
闻）。

长 期 以 来 ， 由 于 “985”
“211”名高校在各种高校排行榜上
位居前列，录取了各地许多高分考
生，又有名师、经费等要素加持，

从校园招聘到社会招聘，都对其毕
业生“高看一眼”、倍加青睐，而
其他高校的毕业生在找工作时则沦
为“二流人才”，受到了一些招聘
单位不同程度的冷落和歧视。

部分招聘单位发布的招聘信
息，明确将招聘对象限定为 985高
校、211 高校毕业生，甚至将“第
一学历”限定为这些名高校。这意
味着名高校的毕业生享有“就业优
先权”，而其他高校毕业生及“第
一学历”为其他高校的毕业生，难
以获得公平的应聘机会。这对那些
高校毕业生乃至高校都是一种歧
视。

对此，早在 2013 年，教育部
就提出明确要求，凡是教育行政部
门和高校举办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招

聘活动，严禁发布含有限定 985高
校、211 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教育行政
部门和高校举办的招聘活动，还是
其他招聘活动，依旧存在限定名高
校现象。

上述《通知》再次要求校园招
聘 严 禁 发 布 含 有 限 定 985 高 校 、
211 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不仅
是在纠正校园招聘“唯名校”歧视
现象，也在引领社会招聘打破“唯
名校”魔咒，是促进高校毕业生充
分就业、高质量就业的必要之举。

昨日，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联合召开工作会议披露，
2025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
预计达 1222 万人，同比增加 43 万
人。这意味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

不断加大。用人单位发布含有限定
985 高校、211 高校等字样的招聘
信息，显然不利于其他高校毕业生
就业。

除了“严禁”外，还应该采取
更多措施纠正一些用人单位的偏
见。比如要梳理并发布普通高校各
种专业优势，以引导招聘单位客观
看待名高校，即名高校并不是每个
专业都强势。再如，要求各校园招
聘活动的主办单位严把招聘信息发
布关，禁止歧视性信息出现。还可
以考虑组织督察组对校园招聘活动
进行明察暗访。

在严禁校园招聘“唯名校”之
外，还应该将监管触角延伸到网上
网下的社会招聘活动，让招聘工作
全面走向规范化、公平化。

严禁校招“唯名校”引领毕业生公平就业

漫画角 大扫除大扫除

王琪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