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表委员在这里

开栏语

过去一年里，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履职尽责，听民声、察民情、聚民智、解民忧，交出
了一份份令人民满意的答卷。

四川省两会即将召开之际，代表委员都发出了哪些“好声音”？关注的问题是否有了变化？今年又将提出
哪些意见和建议？即日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推出“代表委员在这里”系列报道，聚焦代表委员的使命和担
当，追寻他们的脚步，讲述他们的履职故事。

省人大经济委员会
召开2024年计划报告初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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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从业26年的妇产科医生，
生育问题是四川省人大代表、四川大学
华西第二医院副院长牛晓宇最常接触的
话题。

今年是她当选人大代表后履职的第
二年，牛晓宇建议，加大不孕不育人群医
疗覆盖及支撑力度，将试管婴儿等治疗
费纳入医保，增加辅助生殖医院数量。

发现
接受辅助生育助孕比例较低

牛晓宇关注到，我国不孕不育夫妇
接受辅助生育助孕的比例较低。“根据
现阶段调查结果，辅助生殖后出生婴儿
仅占全部新生儿的3.7%，而日本是
9.1%，是我国的近3倍。”此外，我国人
口增长配套措施较为乏力。她表示，我
国在人类卵子库的建立和管理方面还
需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探索和
完善。

在生育补贴方面，全国各省市情况
与力度各有不同。“现在，包括成都市还
是使用2008年《成都市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办法》规定的‘对于不孕不育发
生的医疗费用不予报销’的规定来执行，

而对于辅助生育助孕的医保报销额度更
是没有出台相应政策，不能缓解生育家
庭的经济负担。”牛晓宇说。

建议
将试管婴儿等治疗费纳入医保

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牛晓宇十分
关注不孕不育群体的治疗问题。她特别

提到，不孕不育诊疗项目费用是一笔不
小的开支，但目前四川省医保对此覆盖
力度较弱。她建议，加大医疗服务保障
政策力度，将不孕症部分治疗费用纳入
医保。

牛晓宇查阅了2023年三级甲等专科
医院因“原发不孕”或“继发不孕”进入日
间病房接受治疗的患者数据，发现人均
诊疗费用为11000元左右。以全省不孕
症发生数量估算有335万女性，以最常见
输卵管性不孕（占比为30%左右）进行手
术治疗，合理设定分等级医疗机构输卵
管整形修复手术项目费用报销，估计将
动用医保资金20亿元左右。

“以2023年为例，我省出生人口数为
53万人，其中约3%依靠辅助生育助孕，
以每人报销移植手术和取卵手术费用共
4000元计算，每年需要增加至少6000万
元医保费用。”牛晓宇认为，在合理设定
覆盖比例的情况下，可以真正提升人口
生育能力。

因此，她建议，出台有合理医疗指针
的不孕不育患者诊疗项目医保报销政
策，并考虑增加基本的辅助生育技术的
报销项目。“要参考目前各级医疗机构疾

病病种分值付费结合项目报销的总原
则，合理设定住院患者不孕不育诊疗报
销比例。”

具体来看，拿治疗不孕症来说，除了
试管婴儿部分手术操作外，还可能涉及
宫腔粘连、输卵管整形、宫腔镜等多种
手术治疗方式。如果把这些治疗费用
的一部分纳入医保，应该会对生育率下
降的问题在某些层面有所改变，并给社
会一个更强烈的信号，来提振家庭生育
的信心。

除了费用报销问题，牛晓宇还建
议增加辅助生殖医院数量，按照“安全
优先、分类指导、合理布局、稳妥有序”
的原则继续筹建辅助生殖技术机构，
进一步满足不孕不育人口就诊需求。
同时，由省卫健委和省医保、省财政等
部门组织开展联合调研，通过抽样调
查和调研等多种有效形式，进一步掌
握我省辅助生殖的市场需求。在此基
础上，加强均衡发展与合理化布局，在
未来3-5年形成全省辅助生殖医疗机
构的合理布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奕杨澜
邹阿江

在过去的一年中，省政协委员、四川
科技职业学院乡村振兴学院常务副院长
高善峰的脚步一直在基层穿梭，穿荷塘，
钻小径，进院落，走地头。在调研中，他
与大家关注的热点、难点“面对面”，交出
了“接地气”的20件提案及社情民意信
息。在四川省政协最新通报表扬的55件
2023年度好提案中，高善峰关于《进一步
加强成渝地区基础教育领域合作，加快
建设双城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提案，是其
中一件。

关注学生的需求
建议中小学开展新时代劳动教育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高善峰的视
角总习惯于观察学生的需求。留守儿童
心理健康如何维护？他们的家庭如何建
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去年4月，他组织公
益项目“小善叔叔信箱”项目组，先后到
成都市新徽学校和泸州市泸县嘉明中心
小学校、嘉明镇大同中心小学，为外来进

城务工随迁人员子女、乡村留守儿童等
带去“如何与家长建立良好沟通”、“同伴
相处技巧”等心理健康主题课程，并呼吁

有更多的社会力量为留守儿童带去心灵
的正能量滋养。

新时代的中小学生，需要怎样的劳
动课？需要具备哪些劳动技能？在四川
省政协教育委员会组织的赴成都市、眉
山市开展“中小学劳动教育开展情况”重
点视察中，高善峰观摩劳动课堂、察看劳
动教育场地，与有关部门、学校、劳动教
育实践基地的代表座谈交流，他认为应
尽快构建体现时代特征的劳动教育体
系，全力推进新时代劳动教育高质量发
展。

“把学生的权益还给学生，课间十分
钟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在多所学校调研

“课间十分钟”落实情况后，他表示会继
续关注孩子们“玩”的权利。

多走多看多交流
“接地气”才能交出好提案

过去一年，高善峰在成都锦江区华
新社区、青羊区清溪社区等多个社区宣

讲党的二十大精神。他发现，必须要用
接地气的方式、通俗易懂的语言、耳熟能
详的经典事例来讲，居民们才坐得住、听
得懂、悟得透。

在讲到“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
活品质”部分，高善峰举例道，1949年的
文盲率，我国是80%，美国不到5%，2020
年改变为我国是2.67%，美国是10%；
1949年的人均发电量，我国是8度，美国是
1974度，相差246倍，2020年改变为我国
是5262度，美国是11000度，差距缩小为1
倍。听到这些对比，居民们都情不自禁地
多次鼓掌，以至于下雨了还齐喊“继续讲”。

“因为‘接地气’，我与居民们打成了
一片。他们愿意和我交流一些生活中遇
到的难事，在这些事和烦恼中找到共性，
就能在提案中有更多思考和建议。”高善
峰表示，新的一年，他将继续行走、继续
观察，当好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也多
建诤言、献良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赖芳杰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澜）四川省
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将于1月22日召开，
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已进入关键的冲刺阶
段。为保障大会审查批准好《四川省
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及2024年计划草案的报告》，1月16
日，省人大经济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对
《报告》进行初审。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经济委主任委员刘中伯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报

告》编制情况的报告。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

办事工作机构代表，省人大代表等参会
人员对《报告》的内容提出了初步审查意
见。

会议认为，《报告》既系统回顾2023
年取得的成绩，又科学谋划2024年经济
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和重点工作，整

体上较为成熟。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
力，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总体良好。2024年计划安排，统
筹考虑了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充分考虑
了我省作为经济大省的责任担当和实际
支撑条件，兼顾当前与长远，符合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实际。

会议指出，做好2024年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意义重大、任务艰巨，我们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准确把握“四个发力”重要要求，按
照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坚持大力推进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深入实施“四化
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全
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坚定不移推动高
质量发展，充分吸收《报告》初审意见，进
一步完善内容，确保《报告》按时、高质提
交人大会议。

省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副院长牛晓宇建议：

提振家庭生育信心 将试管婴儿等费用纳入医保

省政协委员、四川科技职业学院乡村振兴学院常务副院长高善峰:

建议中小学开展新时代劳动教育

高善峰给乡村小学孩子上课。受访者供图

牛晓宇正在给患者看病。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