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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出生在农村，与农村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近年来，每逢过年，我发现
在我的农村亲友之中，普遍存在着一种

“半团圆”现象。这种“半团圆”有点让人
心酸、心痛，但较之一般的“团圆”，更具
超前意识和打拼精神。

为夫尽孝

堂妹袁桂翠1984年生。2017年底，为
了给两个儿子提供相对良好的教育，她
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孩子来到邵阳，以首
付按揭的方式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商品
房，然后将孩子送进住房附近一所较好
的学校学习。

堂妹夫袁剑长期在珠海担任旅游大
巴司机，春节是旅游旺季，他不想请假，
也请不到假。2018 年春节以来，连续两
年都是北塔区开粉面店的堂妹带着两个
儿子，回绥宁唐家坊镇陪公婆过年。

“等过几年，把买房子的账都还清
了，我们夫妻俩再双双带着孩子回家陪
老人过一个真正的‘团圆年’。”堂妹说。

为子绸缪

袁彬是堂妹夫袁剑的亲堂弟。2018
年秋，受袁剑将一对儿子送到邵阳读书
的影响，袁彬一咬牙，也让父母带着自己
一双儿子来到邵阳租房上学。

“我爸妈和我们自己两口子已经是两代
打工仔了，不能再这样恶性循环下去，让我
们家的第三代又继续当打工仔。”袁彬表示。

1月27日深夜，袁彬夫妇从浙江温州
驱车40多个小时赶回邵阳，一家人总算团
圆了。但邵阳的租赁房过于狭窄，全家挤在
一起寸步难行，再加上大儿子准备小升初
正在一家培训机构补习，袁彬不得不作出
一个决定：先开车将父母送回绥宁老家过
年，然后自己两口子在邵阳陪着孩子过年，
以期尽量多给孩子们一些父爱和母爱。

为母圆梦

袁光锡是我的堂弟，也是袁桂翠的亲哥
哥。近几年来，他们三姊妹先后从沿海回到
邵阳打拼，其中哥哥袁光魁“混得”最好，在

邵阳开了个小衣柜厂，买了车和房；妹妹比
哥哥差些，但也买了房。相比之下，袁光锡则
显得有点“落魄”：他自己给人装窗帘，妻子
在宾馆当服务员，每月收入都不高，租房居
住，培养一双女儿读书备感“压力山大”。

袁光锡父亲英年早逝，寡母有一个心
愿：是所有儿女有朝一日能在邵阳一起陪
着自己过个年。但“十个手指不一样长”，
儿女各个家庭经济状况不同，导致过年的
现实不同：拥有豪车的哥哥想回老家“别
墅”过年；妹妹要陪公婆。而袁光锡呢？因
为妻子春节必须在宾馆加班，根本没有假
日，只得全家呆在租赁房里过年。在如此

“天各一方”的背景之下，三姊妹60岁的
寡母便只好跟着大儿子回老家过年了。

“现在是我在拖我们三姊妹的后腿。
新的一年，我会带领全家奋力打拼，争取
自己也能在邵阳买房买车，早日实现老
人的愿望。”袁光锡说。

“半团圆”背后的故事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编辑同志：
我叫谢恩建，今年44岁，洞

口县渣坪乡渣坪村人。2017年9
月，我因脑溢血在邵阳市二人民
医院住院一个半月，后在洞口县
人民医院住院一个多月，总共花
去医药费8万多元，现无劳动能

力，仅靠妻子一人打工勉强维持
生活，家里还有两个儿子正在读
书。因为生活困难，我本人想办
理残疾证，但不知道需要哪些资
料，要不要村里开具证明？县残
联是否可以办理残疾证？

谢恩建

怎样办理残疾证？

编辑同志：
我是邵阳人，但在外地长

期居住，弄不明白在异地就医
结算中，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与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报销有什

么不同？是不是异地安置退
休人员，可以报销住院费用，
而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只能报
销急诊入院费用？

Rita

异地就医如何报销

29日下午，在西苑公园，忙
碌了一天的蒋女士带着她家的
狗狗聪聪前来散步，她站在一边
和别人聊天，任由狗到处奔跑。

“我家聪聪可听话了，从来
不咬人，还特别喜欢亲近别人。”
蒋女士说。

罗女士听到这话则有不同
的看法，狗的主人觉得她家的狗
不会咬人，其他的人则不会这么
想，看到狗嗅上来，都会觉得很
惊恐，而且公园里有很多的小孩
都在玩耍，受到狗伤害的隐患始
终存在。

“狗伤人”事件每隔一段时
间就会见诸报端，社会也一直呼
吁养狗人士遛狗要拴牵引绳。但
是，遛狗不拴绳的情况依然较为
普遍。

市民黄女士则表示，她已经
养了 10 年的狗了，每次带着狗
出去，还是会给狗的嘴巴套上一
个套子，系上绳子，怕吓着别人，
万一出现突发情况，也是给自己
找麻烦。

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养狗
的市民遛狗时或是嫌麻烦，或是
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狗不会咬
人便不拴绳索。

28 日下午，记者在东风路

地下街看到，尽管入口处贴着
“禁止犬类进入”的公告，但依然
有人带着狗在自由闲逛。

在双清公园内，随处都可以看
到有招牌写着禁止犬类自由行动，
可还是有不少人在公园内遛狗。

家住公园一号的张女士说，
去年她家的女儿在公园散步的
时候就被狗咬了一口，虽然没有
咬破皮，但还是带着孩子去打了
狂犬疫苗，最让人生气的是，当
时在公园内问这是谁家的狗时，
居然没有人应声，为了不让狗继
续咬人，家里人将狗打死了。

记者在市中心和各大公园
看到，有许多大狗、小狗在人群
中自由穿行，有时突然撒着欢冲
向人群，周围市民无不避而远
之，吐槽声不断。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发布的
数据显示，2013 年至 2017 年，
全国共有 3820 人死于狂犬病，
死亡人数居乙类传染病前列。
为此，记者特向广大饲养犬只
的市民发出呼吁，自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以来，城市面貌焕然
一新，交通秩序井然有序，环境
卫生整洁亮丽。作为城市的一
员，请养狗人士文明遛狗，牵好
手中的“文明绳”和“安全绳”。

公共场合遛狗 请牵好文明绳
文/图 邵阳日报记者 陈星

狗主人：我家狗宝宝很听话，不咬人

读者来信读者来信

1月29日，记者来到市残联
咨询谢恩建办证情况。市残联工
作人员答复表示，申请当事人首
先需携带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
和三张红底的1寸照片到户口
所在地残联申请办证，然后县残
联工作人员根据申请人的类别
发放鉴定表，并安排到指定的医

院进行残疾鉴定；医院医生根据
残疾情况鉴定残疾等级并盖
章，最后当事人拿着医院的鉴
定结果到县残联办理残疾证。
根据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一二
级残疾人可领取每月55元的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享受低保
政策的残疾人可以领取每月55
元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记者追踪记者追踪：：

在城南公园内，有人将狗直接拴在栏杆上。

在一早餐店内，不受管束的狗狗。

1月29日，家住城南公园附近的肖女士感叹，公
园原本是带孩子散步游玩的好去处，然而现在就算
在公园里，也必须紧紧跟着孩子，因为公园时常有人
遛狗，总担心孩子会和狗“不期而遇”。

如今，很多市民都跟肖女士有一样的感受，在公
共场所看到狗会被“惊吓”到。记者近日在各大公园
和其它公共场所采访，市民们对在公共场所遛狗，大
多数表示不喜欢。

肖女士的孙子一岁多，每天都喜欢出去玩耍，因
为楼下就是城南公园，没有车辆来往，玩起来大人也
安心。她的孙子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在城南
公园看到有人遛狗，就会立即跑过去跟狗狗玩。她每
次都会害怕，总担心孩子会被狗咬，或者狗身上不卫
生会沾染一些细菌，只能寸步不离地跟着孙子。

肖女士说，有些人遛狗会拴一根绳子，只要看紧
孩子，就不会有危险。而有一些狗是没拴狗绳的，看
着孩子跑，狗也跟着跑，孩子经常会被吓哭。

市民陈先生属于特别讨厌狗狗的人。他说，刚来
邵阳的时候，因为买不起房子，便租房居住。房东老
板家养了一条大狼狗，一岁多一点的女儿特别喜欢
和大狼狗玩，每天都和狗狗亲亲抱抱，不久大狼狗便
病死了。在狗病死后不久，女儿也生病了，在邵阳、长
沙等地医院治疗了很长时间，总算捡回了一条命，却
留下了后遗症，孩子的智商明显受到了影响，不能像
正常人一样学习生活。

“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年了，我看到女儿现在这个
样子，就心里不痛快，对狗更是深恶痛绝。”陈先生
说，后来家里人一提起要养狗，都会遭到他的严词拒
绝。走在人行道上，看到有人遛狗，他都会绕道走。

1月29日一早，在敏州东路的一家米粉店内，一
对年轻的小情侣正在享用早餐，他们旁边有一条大
狗在店内横冲直撞，他们吃上一口便喊一句狗的名
字，然而狗狗根本不听使唤，依旧我行我素，看到有
人进店便凑上去嗅。

市民马女士原本想走进去吃早餐的，刚推开门
那狗便嗅到跟前来，吓得她赶紧退了出来。她说，着
实被吓了一跳，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牵着狗来吃早餐，
而且还不拴绳子，店老板也不管管。

不论是大街小巷还是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随
处可见有人遛狗。而且，记者发现，绝大多数人未用
牵引绳拴着犬只，任由狗狗自己闲逛撒欢。

被狗狗骚扰 心里不痛快

邵阳市医疗和生育保险
基金管理处作出答复：根据《湖
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进一步简化优化基本医
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经
办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湘人
社函【2018】164 号文件要求，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是指退休
后在异地定居并且户籍迁入
定居地的人员；异地长期居住
人员是指长期在异地居住生

活且符合参保地规定的人员
（有就医地有效期的居住证），
包括城乡居民、“农民工”和“双
创人员”等。这两类人员在当地
住院按时报备都是可以报销
的。但安置人员报销比例为进
入医保目录内的可报销部分
的90.2%；异地长期居住人员
报销比列为进入医保目录内
的可报销部分的70%。

邵阳日报记者 谢冰

记者追踪记者追踪：：

(上接2版)
2018年，我市首家省级高新

区隆回高新区正式挂牌，邵阳县
工业集中区成功转型升级为省级
高新区。新邵、洞口、邵阳县3县
申报省级农业科技园区正式获
批，双清区省级农业科技园顺利
通过省中期绩效评估。新认定国
家级“星创天地”2个，省级星创
天地4个，全市国家级星创天地
达到7个，省级星创天地达到18
个，总数继续排全省第一。组建省
临床医疗技术示范基地2个，分
别是以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为
依托的“湖南省妇科微创临床医
疗技术示范基地”和以市中心医
院为依托的“心血管疾病临床医
疗技术示范基地”。

8个县市组建科技扶贫专家
服务团，由省委组织部选派的8
名团长（科技副县市长）全部到
岗并开展工作，“三区”人才到位
141人。成立了市科技创新成果
与技术市场协会，助力科技成果
转化和技术交易服务行业发展。
发挥技术合同交易平台作用，全
年完成技术合同交易额4亿元。

春景美，高新产业突出发展

2018年，我市全社会研究与
开发（R＆D）投入预计达到25.56
亿元，R＆D占比达到1.35，同比
增长36.2%。其中财政科技支出

预计达到3.2亿元，超额完成2.61
亿元的目标任务。前三季度纳入
统计范围的企业共617家，比上
年同期增长54.6%；预计全年高
新技术产品产值1635亿元，高新
技术产品增加值375亿元。

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氛围
浓厚。全省共组织了两批次申报
认定工作，我市共推荐71家企业
申报，60家企业通过认定。其中新
增高新技术企业46家，增长率达
63.9%。全市有效期高新技术企业
达到118家，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并提早实现十三五规划中“到
2020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100家”的目标。

知识产权事业大力发展。2018
年度全市专利申请量4940件，专
利授权量2734件，发明专利申请
量686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387 件，分别同比增长 54.2%、
54.8%、47.2%、15.5%，其中省绩效
考核重点指标——发明专利申请
量增速排名全省第二。

2018年我市荣获省级科技
奖励 3 项，其中市农科院的“设
施栽培专业西瓜新品种选育和
推广”项目和德沃普电气的“大
规模电池储能系统集成配置技
术”项目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
奖，天香生物的“一种从大蒜中
提取大蒜素油的生产方法”获得
湖南专利三等奖。

1月29日，邵阳正康老年驿站邀请8名半失能空巢老人在这
里聚餐过小年，让这些空巢老人感受社会的关爱。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