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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四成贫困农民是因病致贫
民政部：已会同财政部预拨2017年医疗救助补助金81.7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据
我们在脱贫攻坚中的统计和基层调研
发现，因病致贫占现在农村贫困人口，
就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40%左右。
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说明因病致贫
是脱贫攻坚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司长刘喜堂23日在
国新办举行的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工作
有关情况政策吹风会上如是说。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在我国

农村较为突出，党中央、国务院对解决
农村贫困群众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问题高度重视。去年6月，卫生计生委
牵头、民政部及其他14个部委参与，
共同制定了《关于实施健康扶贫工程
的指导意见》，对保障农村贫困人口享
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防止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问题作出了全面部署。
据刘喜堂介绍，民政部门负责的

医疗救助处于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末
端，重点是保障低收入困难群众能够
享有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去年以来，
民政部一方面积极争取中央财政继续
加大对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的投入，
2016年，中央财政补助的医疗救助资
金达到 155亿元，比上年增加 14亿
元，增幅达到10%；另一方面，民政部
督促省级财政加大投入，2016年，省
级财政医疗救助资金投入和上年相比
增加了31%。
刘喜堂提出，提高救助的效益或

者是实效性，推进医疗救助和医疗保
险信息系统衔接。大力推动“一站式”即
时结算服务，全国开展“一站式”服务的
地方、县市区已经达到93%。“一站式”
服务就是困难群众在看病之后，直接在
医院把他应当获得的保险报销费用和
医疗救助费用直接结清，困难群众只负
担自己应付的这部分费用就可以离
开，叫做“随来随治，随结随走”。
这样的机制也大大提高了困难群

众看病的效果。整体来看，2016年1
至9月份，医疗救助实施有5145 . 5万
人次，支出资金189亿元。现在大多数
地区重点对象，在年度救助范围内的
医疗救助报销比例都能达到70%，效
果比较明显。
刘喜堂表示，为了帮助地方更好

地做好医疗救助工作，今年民政部已
会同财政部预拨了2017年的医疗救
助补助资金81 . 7亿元。下一步，民政
部门将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把
医疗救助作为兜底保障、兜底脱贫的
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为困难群众提供
更多帮扶救助。

每年腊月，是不少农村地区结婚的
“高峰期”。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农村
婚嫁成本大幅上升，许多农村家庭拿出
几十年积蓄甚至举债结婚，还有一些贫
困户“不能丢面子，借钱随份子”，导致
“因婚致贫”“随礼返贫”等现象在农村
屡见不鲜。

为结婚“拉饥荒”
有的七八年都还不完

记者近日在鲁北农村采访时，正好
碰上在给儿子办婚礼的老王，“所有费
用算下来，儿子结婚花了二三十万元。
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好找亲戚朋友
借了十来万元。”
老王说，订婚时“万里挑一”，花费

10001元；结婚彩礼“三家一起发”，花费
31800元；还买了一部十五六万元的轿
车，以及婚宴、金首饰、家电等花销七八
万元。“儿媳妇还没有要城里的楼房，要
不再有30万元也打不住。”
陶元丰今年 76岁，曾担任村干部

40余年。他告诉记者，除了特别有钱的
户，农村结婚几乎没有“不拉饥荒（不负
债）”的，有些“饥荒”七八年也还不完，
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现象在不少农村并
不是极端个案而是较为普遍。
山东一个地级市文明办调研发现，

农村一场婚事办下来，买房买车送彩礼
摆宴席，得花20万左右。按照当地去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计算，相当于一个四口
之家四五年的收入，很多家庭因此背上
沉重债务，甚至因婚致贫。
此外，还有一些农民给亲戚朋友结

婚随礼也不堪重负。“我一年纯收入
15000元左右，每年光红白事‘份子钱’
就要花去 1万余元，大部分是结婚随
礼。”陶元丰说。
其中，一些贫困户也不得不“随行

就市”，甚至借钱随礼，使原本窘迫的
家庭经济状况雪上加霜。鲁南部分农
村贫困户告诉记者，虽然贫穷，但“脸
面还是要的”，亲戚朋友结婚不能不
去，至多是“别人拿一千，我拿一百”。
即便这样，本就不多的收入一大半都
交了“份子钱”，手头不宽裕了还要借

钱随礼。

受陈规陋习裹挟
“甜蜜负担”愈来愈重

近年来，随着农民的“钱袋子”越来
越鼓，结婚相互攀比、铺张浪费之风在
一些农村地区也愈演愈烈。
以彩礼为例，从早些年“见见面，六

十六”“拉拉手，九十九”，逐渐上涨至
“千里挑一（1001元）”“三家一起发
（31800元）”，进而上涨至“万紫千红一
片绿”（一万张 5元钞票、一千张 100元
钞票和若干张50元钞票）、“一动不动”
（一辆汽车、一套楼房）、“三斤三两”（三
斤三两重的100元钞票）等。
社会学专家、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

与人口学院教授周孝正认为，农村婚嫁
成本过高，背后是农村男多女少的人口
现实，“嫁娶资源”失衡，必然带来对“稀
少资源”身价的抬升。同时，也反映出部
分农村贫困的现实，越是贫困地方的农
民，越想通过索要“天价彩礼”一夜暴
富。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

会学系教授王忠武说，农村高价结婚彩
礼以及婚丧大操大办，不仅是社会风气
问题，而且是影响农村社会总体稳定、
阻碍农民彻底脱贫致富的重大问题。大
量存在的农村离婚纠纷、民间借贷纠
纷，始作俑者多为高价彩礼、大操大办。
另外，被婚礼严重透支的家庭经济让父
母重新返贫，导致其在年迈体衰的境况
下病无可医、老无所养。
山东省临沂市一项调查显示，对于

婚礼大操大办，其实多数群众表示自己
并不情愿，这样做主要是怕被别人笑
话、没面子，实属被不良习俗裹挟不得
已而为之。其中，有79 .7%的村民认为开
展红事移风易俗工作非常必要；81 . 5%
的村民表示，如果政府抓红事移风易俗
工作愿意从自家开始；10 . 5%的村民认
为党委政府抓这项工作不力。

遏制“随礼返贫”
建红白理事会来把关

不少专家认为，要想遏制部分农民
“因婚致贫”“随礼返贫”，还需要引导农
民移风易俗，潜移默化地转变思想意
识，通过倡导新事新办、健康婚礼、文明
婚礼、节约婚礼、时尚婚礼，逐渐使新的
婚姻风尚成为农村婚俗的主流。
2016年，中央文明办把山东列为全

国农村移风易俗工作的两个试点省份
之一，整治红事铺张浪费就是其中的重
要内容。随后，山东广大农村地区纷纷
成立了“红白理事会”，由农村德高望重
的老人担任会长和副会长，以村规民约
的形式整治红白事互相攀比、铺张浪费
的“不正之风”。
德州学院历史与社会管理学院教

授梁国楹等专家认为，广大农村地区需
要倡导“婚事新办”，“新”指的是现代文
明、庄重节俭的新型婚礼，量力而行、合
理适度的消费理念等。同时，相关各方
要“把好四关”，即村委会把好“开登记
介绍信关”、民政部门把好“结婚登记
关”、婚庆公司把好“婚庆服务合同关”、
红白理事会把好“婚礼举办关”。
王忠武说，针对彩礼数额标准等问

题，不应简单“一刀切”，还需广泛征求
民意，多用“倡导”“反对”，少用“禁止”
“处罚”，让移风易俗过程成为凝聚共识
的过程。在具体婚嫁过程中，基层政府
可“提倡简约定亲，反对天价彩礼”“提
倡自己家业自己创，反对超出家庭承受
能力”“提倡新式婚礼，反对讲排场比阔
气”“提倡礼轻情重，反对高额礼金”，逐
步形成“婚事新办”的良好风气。
目前，在山东淄博、胶州等地，当地

通过成立红白理事会等多种措施提倡
红白喜事简办。在胶州，红事简办成为
新时尚。在管理村，红事理事会为喜主
提供全方位“标准”服务：村里提供３辆
装饰好的迎娶车辆和1辆大巴车运送客
人；提供一个拱门，装饰婚礼现场；征得
喜主同意后，由村庄提供婚礼现场统一
鼓乐队。喜主不准额外增加迎娶车辆和
其他婚庆项目。不仅减少了攀比浪费之
风，也大大降低了村民负担，同时带动
乡村更加文明和谐。据了解，目前山东
全省建立起红白理事会8 . 6万个，覆盖
率达到67%。

据新华社

为面子借钱随份子，让婚嫁成了负担不起的乡村爱情

部分农村现“因婚致贫”“随礼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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