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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上午，肃宁县华斯国际裘皮城广场上，一场消防达

人PK赛赚足了眼球。经过前期笔试与初赛比武选拔，全县共有

10支微型消防站队伍、50余名队员进入了决赛环节。经过激烈

角逐，华斯国际裘皮城代表队获得一等奖。据介绍，此次活动旨

在通过比赛，全面提升社会单位微型消防站人员扑救初起火灾的

技能。

通讯员宋从昊 于芳 本报驻沧州记者代晴 摄影报道

本报沧州电（通讯员叶伟、贾

娜 记者韩泽祥）“太好了，没想

到在你们这里治病，出院就能直

接报销，太方便了。”11月3日，一

位甘肃敦煌籍患者在沧州中西医

结合医院出院，患者家属龚女士

给母亲办理手续时激动地说。

这是沧州首个异地新农合患

者成功完成出院即报，沧州中西

医结合医院成为沧州地区唯一实

现异地新农合即报的医院。至

此，继实现省内医保即报、跨省医

保即报以后，该院已实现全国 9

个省份新农合出院即报。

据了解，龚女士的母亲今年

61 岁，是甘肃省敦煌市人，现在

跟随子女在沧州市居住，最近因

为上呼吸道感染，在沧州中西医

结合医院住院治疗，本以为出院

后，如果花费多的话，就准备相关

材料，然后邮寄给敦煌市的亲戚，

让亲戚去当地新农合管理中心代

办，而如果花费较少的话，就自己

承担算了，没想到，最终能在医院

直接报销，真是意外之喜。

根据国家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新农合）信息平台查询，目前

有9个省份连通新农合即报平台，

包括辽宁、吉林、安徽、海南、四川、

贵州、西藏、陕西、甘肃，以上省份

的新农合患者住院治疗，入院后携

带身份证到医院医保科登记，工作

人员会在国家级新农合信息平台

上进行转诊申请操作，待参保地新

农合中心审核通过后，出院时即可

在医院实现即报。

根据医保政策规定，异地医

保、新农合患者出院结算，执行就

医地“三个目录”（药品目录、诊疗

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范围），住院

起付线、支付比例、最高支付限额

等执行参保地政策。

沧州首例异地新农合患者完成即报出院

很意外！
甘肃患者沧州就医能直接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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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摔伤也不耽误一天课

临退休老教师
拄拐站好最后一班岗

今年 54 岁的高永苓

是献县南河头乡东方完全

小学的数学老师，明年 3

月份就要退休了，按说到

了这个年龄，或者退二线

找个清闲事儿，或者偷懒

少上几天班，也没有人较

真儿。高永苓几个月前摔

伤拄上了双拐，但她还一

直坚持上课，她说她不愿

耽误一天课。

今年 5 月 29 日，她中

午放学后回到家赶紧做

饭，然后一边做家务一边

想着下午的课程。在地板

上一滑，她不小心摔了一

跤，当时感觉左膝盖特别

疼，但她并没有在意，吃过

午饭便赶紧去了学校。

上课期间，她这才感

觉到疼痛难忍，老师们都

劝她到医院检查一下，她

说不碍事！第二天早晨，

高永苓实在顶不住了，就

到医院拍了个片子，医生

告诉她，她的左膝盖“半月

板后方向内移位”。为了

治疗方便，医生给她打上

了石膏，并嘱咐她少活动，

一定要休养。“升级考试马

上到了，我哪儿有空歇

啊？”高永苓说。勉强在家

休养了两天，感觉放心不

下学生，她忍着疼痛又来

上班了。

后来，膝盖越来越疼，

高永苓真扛不住了，就到

沧州的医院检查了一次，

医生建议她拄上双拐。于

是，她就在暑假开学后拄

着双拐来学校了，一直到

现在依旧拄着拐杖上课。

拄着双拐坚持上课两个多月

东方完全小学校长赵

建辉对高永苓非常敬佩，

他说，高老师对孩子就像

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平常

看见孩子流鼻涕，就给擦

一把，看见孩子扣子没系

好，就给系上。

对于高永苓老师，有

件事，赵建辉至今记忆犹

新。2014年秋天，中午放

学后，高老师骑车回家，走

到半路上，有个家长打来

电话，说没见孩子回家。

高老师二话没说就往回

走，叫上同事李爱英，两人

一起到孩子的姥姥家找，

不在。“这个孩子在姥姥家

住，中午放学到点儿没回

家，把老人急坏了。”高永

苓说，她和李老师又顺着

孩子放学的沿途找了一

遍，打听了很多人。到了

中午十二点多，孩子的姥

姥打来电话，说孩子在外

面玩了，刚回家。高永苓

听说孩子找到了，长出一

口气，这才骑车回家。到

家已快下午一点了，高永

苓简单吃了点儿饭，顾不

上休息，又骑车赶到学校，

开始下午的教学。

赵建辉说，高老师几

十年在教学一线，兢兢业

业，任劳任怨，给同事们树

立了榜样。她说，在她的

班上，一个孩子都不能

少。孩子生病或有事没

来，她特别牵挂，非要跟家

长通话，直到班里孩子全

了，她才能安心上课。

班上的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东方完全小学副校长魏香芹跟高永苓同

事多年，她说，在同事们眼里，高老师是老大

姐，老师们有什么心事、难事，都愿意跟老大

姐唠叨。在孩子们眼里，她就是慈祥的奶奶。

魏香芹清楚地记得，去年冬天的一个下

午，高老师请假出去了一趟。“高老师多年来

极少请假，一年到头没有耽误过一节课，要不

是摔伤，今年就全勤了。”魏香芹说，原来高老

师发现班里的一个叫蒋非（化名）的孩子下午

上课时蔫蔫儿的，一摸额头有点儿热，试了试

体温确实有点儿发烧。她知道蒋非的父母外

出打工，傍晚才能回家，就问孩子吃药了没

有，蒋非说中午忘吃了。高老师就骑着自行

车去了村里，打听到蒋非的家，跟蒋非的奶奶

要来了药，又骑车返回学校喂孩子吃了药。

赵建辉校长说，给孩子喂药，嘱咐孩子

喝水，做这些事儿，高老师就像对自己的孩

子一样，从没呵斥过孩子，而是慈爱地教育

他们。

孩子们喜欢这个“奶奶级”的老师，喜欢

听她的课，喜欢跟她聊天，有时生病了依偎

着她，就像自己亲人一样。

“奶奶级”老师
最受孩子欢迎

还有100多天就退休了，别人问她退休

后有什么打算，高永苓说，自己还没有打算

好退休后的事，只想站好最后一班岗。

马晓英老师也是一名老教师，她说自己

跟高老师同事十多年，几乎不记得高老师耽

误过课程。马老师说，她记得前几年高老师

的父亲生病了，她就白天上课，晚上回去伺

候，没落下一堂课。“高大姐对婆婆非常好，

她婆婆生病后，她衣不解带地伺候，我们去

串门，家里拾掇得干干净净，没有异味，像没

有病人一样。”马晓英赞叹。

高永苓笑着说：“快退休了，我的腿在考

验我，看我骑不了车子还能不能来上课。我

就让老伴和亲戚接送，也不能耽误课程。”高

永苓笑着说：“我现在可享受了，每天都有人

车接车送。”

高永苓教学认真，即便拄着双拐，天天

来上课，还一笔一划地写教案。“听她讲课，

那爽朗的声音和那个认真劲儿，真不敢想象

她还有几个月就退休了。”赵建辉感叹。

魏香芹说，高老师朴实、乐观，这一点也

感染着年轻老师。看到她，大伙都有一种踏

实、温暖而又干劲儿十足的感觉。

高永苓由衷地说，自己教学30多年，特

别是在东方完全小学没教够，这里氛围好，大

伙都非常认真，自己快退休了也要带个好头，

坚持到明年“最后一课”，不能落下一个教学

不认真的名声，不为别的，就为自己是老师！

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

11月2日下午一点

半，离上课还有十分钟，

高永苓拄着双拐准时出

现在教学楼前，孩子们看

见老师后，大老远就跑过

来，这个要搀扶老师，那

个嘱咐老师慢些走……

高永苓慈祥地看着孩子

们由衷地感慨：“真不相

信自己马上就要退休了，

舍不得离开岗位，舍不得

孩子们啊！”

通讯员左大中、李
建瑞 本报驻沧州记者
韩泽祥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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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师和学生们在一起高老师和学生们在一起。。

高老师摔伤后拄拐上课高老师摔伤后拄拐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