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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陵县柳河镇赵尔庄村，有一对相伴了半个多世
纪的婆媳，她们两个一起生活，儿媳孝顺，婆婆开明，
相处和睦，其乐融融，令人称赞。

儿媳程学荣，今年 79 岁；婆婆董培华，今年已 103
岁。目前，两人是整个村里最高寿的婆媳。

程学荣是个苦命人，6岁时就失去了母亲，16岁父
亲也撒手人寰。自从 17岁嫁到夫家，一直将公公婆婆
视为亲生父母。

董老太太有两儿两女，小儿子毛克俭在 1991年去
世，儿媳也改嫁；女儿毛克荣和毛克雨的身体还不如老
母亲，常年生病，自顾不暇，实在无力承担照顾母亲的
责任。因此，两位老人的主要赡养义务只能由大儿子毛
克勤和儿媳程学荣承担。

2011年，程学荣的公公毛学章去世。程学荣和丈
夫商量后，就把年迈的婆婆董老太太接到了自己家里生
活。一年后，董老太太患了一场重病导致半身不遂。为
了给老人看病，程学荣夫妇用三轮车带老人去打针、贴
膏药。经过夫妇俩的悉心照料，半年后，董老太太能扶
着小推车自己活动。

但好景不长，2013年夏，董老太太不慎摔倒，导
致胯部骨折，疼痛难忍，不能站立。程学荣夫妇再次带
老人四处求医，多次租车前往开封杞县医治。此后的一
年中，董老太太丝毫不能活动，吃饭全靠程学荣一口一
口地喂。

又经过半年悉心的照料，董老太太的手可以慢慢活
动了，但腿脚还是不能动弹，吃喝拉撒全都要在床上解
决，难免又脏又臭。但程学荣从不嫌弃，每天为婆婆端
屎端尿、换洗尿布。特别是到了冬天，每次洗尿布时程
学荣的手都冻得通红发紫，洗完还要将尿布放在炉子旁
及时烤干，很是费事。但程学荣从不抱怨，一心想着婆
婆。为了不让婆婆受冷，她每天早晚都要烧一大锅热水
灌到水瓶里，再用布条在外层包好防止婆婆烫伤，然后
将水瓶放到婆婆身体四周供暖。到了夏天，程学荣经常
给婆婆擦洗身子，婆婆体重比她重很多，每次翻身都累

一身汗，但她从不说一声苦，喊一声累。
程学荣照顾婆婆的同时，还要下地干活，除草、浇

地、打农药，一样不落，但回家后不管多累，都会问婆
婆想吃啥，然后按照婆婆的口味做饭，一日三餐从不迁
就。程学荣说，老人年纪大了，全靠吃饭养，一顿也不
能凑合。

2016年春节，董老太太的娘家人为了感谢程学荣
对老太太无微不至的照顾，一行 20多人敲锣打鼓专门
赶到赵尔庄村，将一块上书“贤孝闻名”的牌匾送到程
学荣手中。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018年程学荣的
丈夫毛克勤也因肺癌不幸去世，此后家里便只剩程学荣
和婆婆两人。作为儿媳，程学荣一直不离不弃，陪伴在
婆婆左右，令婆婆很是感动。如今，儿媳和婆婆单独生
活了4年，一年四季，从早到晚，程学荣依然是日日夜
夜照顾着婆婆。

有一次，生病的婆家妹妹哭着对她说：“我万一有
个三张两短，一个老娘全靠你照顾了。”程学荣安慰妹
妹说：“不用担心，只要我身体好好的，就不会让咱娘
受苦。”

至今，董老太太已经瘫痪在床9年，但她的体重不
减、食欲很好、眼神有光、声音洪亮，而且这么大年纪
也一点不糊涂，这些都得益于程学荣的精心照料。

董老太太逢人便说：“我这个儿媳妇真是比我的闺
女还心疼我，对我好得没法说，这辈子遇到这样的好儿
媳，真是我最大的福分！”董老太太有时候也常对儿媳
妇程学荣说：“程大姐（乡村对儿媳的尊称）呀，我这
辈子都报不了你的恩呀，下辈子我也忘不了你这个好儿
媳妇！”

常言道，久病床前无孝子。可程学荣就这样无微不
至、任劳任怨地照顾婆婆几十年，村里的邻居提及程学
荣照顾婆婆的行为，无不交口称赞。村里的干部也说，
程学荣自己都不舍得吃穿，却把老人照顾得又白又胖，
还很有精气神，堪称好媳妇的楷模。

古稀儿媳和百岁婆婆的幸福生活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成绍峰

人们常说，自古英雄出少年。13 年
前，睢阳区包公庙乡孙瓦房小学 13岁的
学生陈凯义两次潜入 3米多深的窑坑救出
了一个5岁的小男孩，他因此入选2009年
度见义勇为“中国好人榜”。

2009年 7月 18日 15时许，陈凯义和
几个小伙伴正在村头玩耍，忽然听到 200
多米外一个窑坑里有人呼救，陈凯义没有
丝毫犹豫就冲了过去。当发现一个小孩已
沉入水底，他一个猛子扎进三米深的窑
坑，三两次的潜入才把一个5岁的小男孩
救上岸来。当时，陈凯义只有 13岁，也
是个孩子。

陈凯义把小男孩救出水面后，又和同
伴利用在学校学到的急救知识，对已经停
止呼吸的小男孩实施急救和人工呼吸，最
终成功挽救了小男孩的生命。当村民们问
他在紧急关头为什么能不顾个人安危勇敢
救人时，陈凯义说：“学校平时经常搞触
电、溺水、失火等方面的急救演练，没想
到这次真的用上了，还把小孩救活了。”

无从得知陈凯义当时的心理经历，无法判断他是
否有过胆怯和犹豫，无法得知他内心深处是否有过舍
取的纠结和抗争，也无法知道是什么力量让他突破自
我保护的本能，从下水救助到实施急救，一路的果敢
和决绝。

陈凯义见义勇为的精神值得赞扬，但是社会不提
倡未成年人在没有能力的情况下冒险做见义勇为的事
情。近年来，教育部门越来越重视青少年防溺水安全
教育，教育学生严禁擅自到河流、水库、塘坝游泳、
玩耍，确保青少年生命安全，强化防溺水安全教育；
教育未成年人在遇到有人落水的情况，首先要确保自
身的安全，然后寻找其他方式进行施救，可以打110

报警或向成人求救。
陈凯义和平民英雄李学

生是同乡，当年陈凯义也被
誉为“李学生”式的小英雄。
同一块土地上共同的经历，
教化了他们尊老爱幼、厚亲
待人，这些处事道理的耳濡
目染，成就了一个心地善
良、性格朴实的好人本然。

（文字整理/本报融媒体
记者 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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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夜色，霓虹闪烁。日月湖
畔，有这样一个新兴打卡地标——建
业总部港，那里的灯光水系被网友们
称为“商丘最美灯光水系”，成为市民
避暑打卡的好去处。

7月 24日晚，趁着周末，记者来
到建业总部港感受它独有的夜经济氛
围。远远地，映入眼帘的是最中间两
座高大写字楼。夜幕初降时外墙上
LED灯绽放独有的绚丽。进入总部港
一楼广场，音乐喷泉、3D裸眼大屏、
蓝色小火车，各种美食店铺，声、
色、味汇聚成扑面而来的人间烟火气
息。傍晚时分，路边停车位已经一位
难求，周末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这
里逛，一家老小，一派温馨的景象。
和家人来此游玩的张晨说：“平时工作
比较忙，每到周末我都会带爸妈和女
儿一起出来玩，听说总部港晚上非常
热闹，这次就带他们一起逛逛，还是
很值得一来的。”

总部港的喷泉随着音乐韵律的变
化而起伏，搭配上色彩交替的灯光成
就了“最美灯光水系”打卡地。孩童
们把这里当作水上乐园，用水枪打水
仗、在弧形水柱中穿梭，玩水带给他
们无尽的乐趣。“每次带小孩来都会另
外准备一身衣服，怕他玩感冒，也不
太放心喷泉水是否干净。”带弟弟来玩
的王心怡告诉记者。在短视频平台
上，这处打卡地非常热门。不过，也
有一些网友留言评论表示了自己的担
心：随着时间的推移，设施老化后可
能会有漏电的风险。甚至有家长在此
类视频下留言表示，孩子去玩后因脏
水进入眼睛引发了结膜炎。在此，记
者提醒家长们带孩子玩水时一定要注
意安全和健康。

此外，还有一个深受市民欢迎的
打卡点是位于北侧商务楼的裸眼 3D大
屏。据了解，它每天的放映时间为 11
时到 23时。近几年，全国上百个城市

陆续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裸眼3D巨幕，它是通过透视原理
制作具有空间感的视频，利用屏幕及边框，营造出物体在立
体空间内来回运动、飘出屏幕的效果。大屏之下，小黄鸭、
太空人等卡通形象“破屏而出”，吸引众多行人驻足观看，
享受片刻的惬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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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财政部 7月 26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做
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统
一规范参保人外地就医备案、基金支付、协同业务等细
则，将对每一名有外出就医需求的参保人产生重要影响。

如何办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简单来说，就是先备案、选定点、持码卡就医。
异地就医前，参保人员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或
参保地经办机构窗口等线上线下途径办理异地就医备案
手续；开通备案后，参保人在备案地开通的所有跨省联
网定点医疗机构均可享受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
就医时需出示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等有效凭证。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支付政策可以理解为“就医
地目录、参保地政策”。

也就是说，执行就医地规定的支付范围及有关规
定，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药品、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
等支付范围；执行参保地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起付
标准、支付比例、最高支付限额、门诊慢特病病种范围
等有关政策。

如何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

除了异地急诊抢救人员视同已备案，无需提交材料
外，其他人员均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有效身份证件或
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

另外，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户口簿首页”和

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
人员需提供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驻异地工作人员
需提供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
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
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

目前，所有统筹地区开通了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等
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服务，参保地经办机构应在两个
工作日内办结。

此外，全国 120个统筹地区实现了自助备案，参保
人员可以即时办理、即时生效。

备案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跨省异地长期居住的人员办理登记备案后，只要没
有申请变更备案信息或者参保状态没发生改变，那么备
案长期有效，没有就医次数限制。对于跨省临时外出就
医的人员，临时备案有效期不少于 6个月，在有效期内
可以在就医地多次就诊并享受直接结算，不需要就诊一
次备案一次。

目前，有些统筹地区要求备案后 1年以上才能取消
或变更。根据通知中的新要求，2023年1月1日起，各地
变更或取消备案时限将不超过6个月。

对于来不及办理备案的参保人，通知明确，在出院
结算前补办异地就医备案的，就医地联网定点医疗机构
应为参保人员办理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若参保人出
院自费结算后按规定补办备案手续的，也可以按参保地
规定办理医保手工报销。

门诊慢特病异地就医如何结算？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说，目前，全国 200多个统
筹地区实现了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放化疗、尿毒
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 5种门诊慢特病相
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据介绍，具备门诊慢特病资格的参保人员需要完成 5
个步骤，即可享受跨省直接结算服务，包括：第一步，了解
个人享受门诊慢特病待遇的资格；第二步，主动了解参保
地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相关政策；第三步，选择并开
通相关门诊慢特病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第四步，主动
告知联网定点医疗机构自己具备门诊慢特病资格；第五
步，持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按要求进行结算。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报销费用有哪些扩围？

针对群众关心的异地就医外伤、急诊抢救、住院期
间院外发生费用问题，通知明确符合就医地管理规定的
无第三方责任外伤费用可纳入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
围；因病情需要到其他定点医疗机构检查治疗或到定点
药店购药的，相关费用纳入本次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此外，通知允许跨省长期居住人员在备案地和参保
地双向享受待遇。

跨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有效期内确需回参保地
就医的，可以在参保地享受医保结算服务，原则上不低
于参保地跨省转诊转院待遇水平。

相关政策将于202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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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异地就医新规出台
这些细则事关你我

7月26日，几艘游船在日月湖景区湖面游弋，游客们乘船观景，纳凉游玩，尽享夏日美好时光。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坤 摄

不知不觉中，暑假已经过去快一半的时间了。对于义
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来讲，今年暑假又将是一个在家时间长、
外出旅游难的假期——疫情的影响在今年暑假似乎并没有
减弱。

面对作业和课外辅导班的减少，为孩子们制定一个暑
假计划，让孩子们在放松之余，不至于被“放养”得太“过
分”，成为不少家长今年夏天的一项“必修课”。规律的作息
时间、基本的学习要求、严格的安全教育，都是不可缺少的
暑假计划。这其中，诚信素养的培育和诚信习惯的养成，显
得更加不可或缺。

计划的执行，对于过暑假的孩子们来讲，本身就是一种
诚信习惯的践行。比如约定好的起床时间、学习时间、玩乐
时间等，当孩子们在去执行这些计划的时候，就是在进行一
种诚信素养的建立——简单来讲，就是做到“说到做到”。

诚信教育，不能仅是课堂教育、学校教育，更应是家庭
教育、社会教育。利用暑期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时间，对孩子
进行诚信的家庭和社会教育，正当其时。比如，有些学习计
划已经制订好，孩子们却总会找各种原因或是单纯的“惰
性”，而去“对抗”计划。面对这种情况，家长们在督促孩子
执行计划的同时，更要告诉他们执行计划就是在践行诚信，
并在孩子们主动执行计划的时候给予一定的物质或精神奖
励，使孩子们在不放松学业的同时，更在潜移默化中践行诚
信行为。再比如，夏季是儿童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放假前学
校已经通过多种方式教育孩子们远离深水区，并告知家长
夏季防溺水的重要性。因此，暑假期间监督孩子们安全游
玩，既是安全保障，也是诚信需求。

用诚信护航孩子健康成长，利用暑假期间，从各种生活
细节入手，培育孩子讲诚信的美德。如此，孩子们才能从小
逐渐建立起正确和稳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从生理和
心理两个方面健康、安全、快乐地成长。一个从小就讲诚信
的人，在未来的人生发展中，必将会是一个对国家、对社会、
对家庭、对自身都有担当、有情怀的人。

让诚信护航孩子健康成长
□ 祁 博

7月26日，在市区一处水上游乐园内，孩子们在戏水玩
耍。炎炎夏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们走进水上乐园、游乐场
等场所，参与水上娱乐活动，戏水玩耍，乐享夏日清凉。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坤 摄孩子们在水柱中穿梭玩耍。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