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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1 日上午，南昌某置业有限公司代理人闵律师来

到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诉事速办”服务窗口，向工作人

员反映其欲联系代理案件的承办人周法官。当即，工作

人员指导闵律师拨打了“诉事速办”专用服务热线，并通

过服务通道转接到周法官的移动电话。“代理公司一直催

促我尽快落实相关事项，好在‘诉事速办’窗口可以直通

法官，让我很快了解相关鉴定程序及需要提交的材料。”

闵律师感谢道。

让“电话难通”成为过去

去年 12 月，为解决群众反映集中的与法院之间“电话

难打通、法官找不到”的问题，南昌中院倾力打造“诉事速

办”服务通道，要求全体干警“把来人当客人、把来电当急

电、把来信当家信”，让群众的诉求、诉请和诉讼能够马上

就办。截至今年 2 月底，该通道已为当事人提供诉讼服务

1308 人次，群众回访满意率 100%。

据介绍，“诉事速办”服务通道使用专用固定电话和

18 部业务庭室公用移动电话，运用网络技术建立运行管

理平台，确保当事人的各项来电来访诉求，在高效状态下

直通法院各项业务、直达法院各个庭室、直连法院各位法

官，再加以督察部门的执纪监督职能，为群众提供咨询、

预约、办事、投诉等直达式的司法服务。

“过去法官因为工作忙、担心骚扰等原因不能确保

随时接听电话，所以存在打办公电话找法官难的现象，群

众对此有怨言。现在‘诉事速办’服务通道提供了 4 种渠

道，让群众最快联系上法官并在 24 小时之内处理回复。”

南昌中院副院长钟明强介绍，一是在法院官方微信公众

号司法公开栏目选择“诉事速办”，留下相应诉求；二是

在 法 院 官 方 微 信 公 众 号 对 话 框 中 直 接 发 送 语 音 、图

片 、视 频 等 消 息 ；三 是 拨 打“ 诉 事 速 办 ”专 用 服 务 热 线

（0791-88512368），进 入 即 时 人 工 服 务 ，直 接 连 线 承 办

法官移动电话；四是直接拨打或微信联络相应团队、部

门 的 公 用 手 机 号 。“ 这 个 通 道 最 大 的 亮 点 就 是‘ 把 麻 烦

留给法官，把方便让给群众’，让群众不见面就能够联系

上法官。”

让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目前，“诉事速办”服务通道共提供三类服务，首先是

诉讼业务咨询，由值班主任解答法律程序性疑问；其次是

掌握诉讼进展，由承办法官或庭室负责人解答办理案件

的相关问题；最后是反映投诉建议，由督察室接受群众反

映 法 院 干 警 在 纪 律 作 风 、廉 洁 办 案 等 方 面 的 问 题 或 建

议。“可以说，法院提供的几乎所有司法产品都已在‘诉事

速办’服务通道上架。”钟明强表示。

为让“诉事速办”服务通道取得实效，南昌中院专门

出台了《诉事速办服务通道高质量发展规定》，要求法官

不得无故拒接服务通道转接的当事人电话，不得无故超

出 24 小时对群众未接通的电话进行回电回复，真正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

反馈、次次有着落”。

除了更好更快地回应群众诉求，南昌中院还通过“诉事速办”服务通道，将

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归类分析解决。南昌中院立案庭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

“诉事速办”服务通道接到了某律师事务所万律师的投诉，反映两家基层法院对

其代理的一起案件因管辖权问题相互推诿不受理。后经梳理，“诉事速办”服务

通道中反映类似“立案难”问题的投诉较为集中。“我们及时换位思考，把群众当

自己、把自己当群众，出台了《关于建立全市法院立案管辖协商机制的通知》，在

全市法院建立了立案管辖协商机制，实行首接法院负责制，解决了基层法院因

管辖权问题相互推诿立案的问题，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据悉，南昌中院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在现有“诉事速办”服务通道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展专线服务的通道容量，增设执行合同、办理破产、知识产权保护等 5
项专业绿色通道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用服务通道，企业服务专用通道，检察

官、律师专用服务通道，信访服务通道以及基层法院督办通道，凝聚各方力量，

积极助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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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慢病）主要指以心脑血管疾病（高血

压、冠心病等）、糖尿病、恶性肿瘤和精神异常等为

代表的一组疾病。慢病不仅影响患者劳动能力和

生活质量，而且就医用药的费用不小。近年来，我

省聚焦慢病参保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多措并举破

解慢病患者就医用药和报销的“痛点”“堵点”，不断

提升慢病患者的就医满意度。

解民忧：把慢病群众用药负担降下来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慢病成为威胁群众健

康的重要公共问题，就医用药成了慢病群众一笔不

小的开支。来自南昌市东湖区江药社区的丁萍花

对此深有感触。

丁萍花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需常年服用拜唐

苹和波立维两种药。“波立维以前每盒 108.29 元，一

年需要 6497.4 元；拜唐苹以前每盒 61.92 元，一年需

要 2266.65 元。”丁萍花告诉记者，一年下来吃药需要

花费近 9000 元，相当于两个多月的收入。

面对慢病群众的需求，我省医保部门积极行

动，确保在医疗机构确诊“两病”（高血压、糖尿病）

的参保患者开方即确认。截至 2021 年底，“两病”门

诊用药累计享受待遇 1575 万人次，医保基金支出 16
亿元。同时，落地执行五批次国家药品集采中选结

果和一批次省级药品集采中选结果，一批高血压、

糖尿病、精神类疾病等慢病用药大幅降价。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慢 性 病 药 物 累 计 节 约 资 金 达

15.13 亿元。

丁萍花告诉记者，这些慢病用药集采后，波立

维每盒降至 17.81 元，拜唐苹每盒降至 5.42 元，用药

负担明显减轻。

除了帮助患者把慢病用药负担降下来，我省还

不断通过改革，建立健全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

道”管理机制，以方便慢病群众买到“救命药”。分

宜县杨桥镇顾村村民钟平花患有乳腺癌，现在她不

用去医院买靶向药曲妥珠单抗，在家门口的“双通

道”定点药店就能买到。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去年还出台了职工医保门

诊共济保障制度，明确将不断完善门诊慢性病、特

殊疾病管理，将部分治疗周期长、对健康损害大、费

用负担重的疾病门诊费用纳入共济保障。

暖民心：经办服务让慢病群众少跑腿

3 月 8 日，南昌市民魏维来到南昌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为近 80 岁的岳母申办享受慢病资格待遇等有

关手续。

“现在很方便，不用在医院和省医保局之间两头

跑。”魏维告诉记者，他代岳母填好资料后，医院当即通

过网络将其岳母的相关申请资料上传至省医保局，省

医保局审核通过后会把结果反馈给医院。

魏维享受到的便利，得益于我省省本级特慢病

待遇认定权限下放。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到，省本

级参保人 39 万余人，参保人群覆盖面广。过去，参

保人除申请一类特慢病可直接在省本级定点医疗

机构申报外，其他特慢病的申请，需将定点医疗机

构认定的相关材料交至省医保局，整个申请流程需

一个月。

为方便群众，我省部分统筹区将特慢病的审核

权限下沉至定点医疗机构。如省本级参保人可在

南昌市内公立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同时完成确诊和

申报两个环节，实现“就近办”。同时，异地安置人

员可在省内安置地统筹区指定的定点公立医疗机

构申报，或者通过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昌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和江西省人民医院公众号进行网

上申报，参保人异地申报不再“折返跑”。省本级特

慢病待遇认定权限下放以来，截至目前，已有 14299
名参保人员完成了特慢病申请认定工作，其中异地

安置人员 7000 名左右。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保处工作人员邓楚

向记者介绍，这项改革给特慢病群众带来了极大的

便利，除简化了手续，特慢病认定的时间也大大缩

短，由原来的 1 个月压缩至 7 个工作日。

为探索慢病“快”办，我省各设区市医保部门纷

纷出实招，如会昌县医保部门推出了为重性精神病

患者提供代办免费救治手续、免费送药上门等服

务；萍乡市湘东区医保局推出了医疗费用零星报销

“市县通办”业务，慢病群众可根据便利原则，在就

近的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报销业务；鹰潭市月湖

区规定，患有特慢病的参保群众在鹰潭市二级及以

上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即可直接办理门诊特殊慢

性病。

“可以预见，慢病群众医保经办业务会越来越

便利。”省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省南昌

市、萍乡市已成为全国首批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

算试点城市，萍乡市去年 12 月实现了全国首例恶性

肿瘤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纾民困：分层救助让困难群众有“医”靠

家住上栗县长平乡淡塘村的刘厚钧，自小身患

血友病，需要长期注射人凝血因子，无劳动能力。

对刘厚钧这样的慢病困难群众，我省建立了分层救

助机制，让他们有“医”靠。

去年，刘厚钧的门诊慢性病医疗费用是 18171
元，因血友病属于Ⅰ类门诊特殊慢性病，经基本医

疗保险报销 10673 元后，加上医疗救助报销 7414 元，

最终刘厚钧本人仅负担 84 元。对此，刘厚钧说，有

了 救 助 机 制 ，他 看 病 基 本 无 负 担 ，对 生 活 充 满 了

信心。

修水县全丰镇南丰村脱贫户晏赛群，患有淋巴

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慢性病，医药费支出压得

这个原本不宽裕的家庭喘不过气来。当地医保部

门鉴于晏赛群的实际情况，对他进行了救助，通过

实施“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保障措施

后，自 2018 年至今医疗费用累计报销 16.2 万元，让

他家摆脱了因病返贫的境地。

省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省职工和

居民医保均建立了门诊特殊慢性病保障机制，将恶

性肿瘤、系统性红斑狼疮、再生障碍性贫血等重大

疾病列入Ⅰ类慢性病管理，其他普通慢性病列入Ⅱ
类慢性病管理，Ⅰ类与住院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

合 并 计 算 ，统 一 为 10 万 元 ；Ⅱ类 最 高 支 付 限 额 为

5000 元左右。同时，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决不让一名慢病参保群众“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目标，着眼精准、强化协作，落

实“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和“基本医保+大

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综合保障等特惠政策，做到

“小病没负担，大病有兜底”，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

日前，在全国巾帼志愿服务关爱行动微电影大赛中，宜春市妇联选送的公

益微电影《追光的春蕾》入选“十大优秀作品”。爱心满满的“春蕾妈妈”，健康成

长的“春蕾女童”，就像追光的春蕾，在温暖的春天里绽放芳华。

丁晶是宜春市妇联的一名干部，也是全市最早的“春蕾妈妈”之一。20 多年

前，丁晶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偏远乡镇工作，接触到一些失学辍学儿童。入职

不久，她响应全国妇联、团中央等部门的号召，奔赴广西百色田阳县巴别乡中心

学校扶贫支教。这里的年轻人多数外出务工，留守的都是妇女、老人和儿童，很

多留守儿童从没走出过大山。

在大山深处支教，丁晶经常和当地老师一起到学生家中家访，至今仍清晰

地记得辍学女童黄金妹。那天，她们走了 5 个多小时的山路，才来到黄金妹

家。在她们的帮扶下，这名辍学女童重返校园。

“多年以后，这名辍学女童期盼的眼神、重返校园的纯真快乐，一次次出现

在我的梦里。”丁晶寻思着，一定要为留守儿童提供些实实在在的帮助。2016
年，丁晶成为一名妇联干部，妇女儿童工作成了她的日常。

一次次接触留守女童，丁晶和同事们都想为孩子们做点事情。很快，市妇

联摸排了全市 1000 多名留守女童的基本情况，找准“春蕾计划”这一抓手，充分

发挥妇联“联”的作用，在全市推进“春蕾计划”。

2019 年春节过后，宜春市妇联牵头，组织发动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参与到“春蕾计划”中来。历时一年，“春蕾计划”募集爱心资

金 149.8 万元，在全市开设了 25 个“春蕾班”，资助女童 250 名。

翌年 9 月，宜春市“春蕾妈妈”项目启动，600 多名“春蕾妈妈”与“春蕾女童”

结对。“春蕾妈妈”既有公务员、教师、医生、企业家，也有农村妇女小组长。

宜春市妇联倡议“春蕾妈妈”们做到“三个一”，即每月至少与监护人联系一

次，了解孩子的基本生活和学习情况；每月与孩子做一次情感陪伴、心理疏导、

亲情关爱、课业帮扶；每半年至少上门送一次温暖。

20 年前，邱长华因家境贫困差点辍学，是“春蕾计划”给了她完成学业的机

会。如今，她接过爱心接力棒，也成了一名“春蕾妈妈”，与一名贫困女童结成对

子，传递这份爱和温暖。

“春蕾妈妈”胡秀筠帮扶的 10 名“春蕾女童”，2021 年全部考上了大学。女

孩们有的立志成为医生，有的想当法官，有的想当翻译，还有的也想成为一名

“春蕾妈妈”……

丁晶结对的“春蕾女童”叫梓悦。当时，在厚厚一摞贫困女童的资料中，她

看到梓悦照片的第一眼，就被女童的眼神深深触动了。梓悦一岁时父亲离世，

妈妈不久就改嫁了。

丁晶帮她购买学习、生活用品，节假日跟她聊天，给她讲故事，带着她去

公园、游乐场、电影院，为她添置新衣服。小梓悦逐渐融入丁晶的家庭中，慢

慢地有了笑容。有一天，小梓悦扑进丁晶的怀里，轻轻地说：“我能叫你丁妈

妈吗？”小梓悦从内向自卑变得活泼、开朗、自信。今年，宜春市妇联创作微电

影《追光的春蕾》，小梓悦出演“春蕾女童”，被授予最具潜力小演员奖，小梓悦

开心极了。

春蕾处处绽芳华。宜春市妇联主席易回香告诉记者，目前全市有 1000 多

名“春蕾妈妈”，“春蕾妈妈”项目正向更深层次推进，延伸到乡村振兴、社区治理

等各个领域。因为有“春蕾妈妈”，许多爱的故事在演绎、在传扬。

春蕾处处绽芳华
本报记者 邹海斌

3月 23日，南

昌市新建区开展

第五轮核酸检测，

红谷新城小区及

城开社区实行管

控，相关部门备足

物资，确保居民生

活不受影响。图

为居民应防控要

求在临近超市购

买生活物资。

蔡铖歌摄

3 月 21 日，南昌市红谷滩区春晖社区核酸检测点，南昌市红

谷滩区司法局志愿者在讲解核酸检测流程，维护现场秩序。当

前南昌疫情防控形势严峻，该局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冲在防控

第一线。 通讯员 常皓然摄

同心抗疫

3 月 23 日，南昌县三江镇纪委对辖区内各商超疫

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全面督查，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 通讯员 袁涛涛摄

3 月 23 日，中铁建设集团中南公司南昌书香瑶庭

项目部接到南昌高新区阳门小区紧急求助后，第一时

间调集 304 块围挡支援小区封闭管理。

本报记者 蔡颖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