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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

令，公布《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办法》，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日前，司法部、水利

部负责人就办法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

提问。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办法的出台

背景。

答：蓄滞洪区是防洪工程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重点地区防洪

安全、减少洪水灾害损失的重要手

段。为保障蓄滞洪区正常运用、合理

补偿蓄滞洪区内居民因蓄滞洪遭受的

损失，国务院于 2000年出台《蓄滞洪区

运用补偿暂行办法》，明确了国家蓄滞

洪区运用补偿的对象、范围、标准和补

偿程序等。实践证明，蓄滞洪区运用

补偿对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及时

恢复农业生产等发挥了重要作用。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蓄滞洪区运用补偿

工作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

新型农业生产主体不断涌现，城镇化

过程中出现“人房分离”现象，现行办

法规定的补偿对象、补偿范围已经不

完全符合实际，有必要适当拓展、扩

大；从提高补偿工作效率和水平以及

方便群众的角度，补偿程序有待进一

步优化。针对上述问题，有必要对现

行办法进行修订，更好适应新形势下

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工作的需要。

问：修订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答：一是立足蓄滞洪区运用补偿

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着力增强

制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坚持便

民利民，切实保障群众权益，方便群众

办事。三是总结实践经验，将蓄滞洪

区运用补偿工作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

法转化为制度规范。

问：办法对蓄滞洪区运用的补偿

对象、补偿范围、具体补偿办法是否都

作了修改？

答：这三个方面是修改的主要内

容。一是调整补偿对象。明确蓄滞洪

区运用补偿对象除蓄滞洪区内具有常

住户口的居民外，还包括在蓄滞洪区

内依法直接从事种植、养殖的农业生

产者以及蓄滞洪区内住房的所有权

人。二是完善补偿范围。根据蓄滞洪

区运用补偿对象变化情况，将家庭以

外其他农业生产者的农业生产机械纳

入补偿范围；适应农业机械化发展导

致耕牛等役畜不断减少的实际情况，

将纳入补偿范围中的“役畜”调整为

“饲养的畜禽”。三是健全具体补偿办

法。统筹兼顾补偿的精准性和可操作

性，总结实践经验，明确蓄滞洪区运用

后，对规定范围内的损失实行分类定

值补偿，具体办法由蓄滞洪区所在地

省级人民政府制定。

问：办法在优化补偿程序方面作

了哪些规定？

答：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规定

蓄滞洪区运用后，所在地省级人民政

府或者其授权的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

织对蓄滞洪区运用的淹没范围予以界

定。二是进一步明确补偿资金承担方

式，规定补偿资金由中央财政和省级

财政共同承担，中央财政承担补偿资

金总额的 70％。三是简化补偿资金发

放方式，将现行办法规定的由补偿对

象持补偿凭证等材料到财政部门指定

的机构领取，调整为将补偿资金支付

至补偿对象银行账户。四是建立补偿

资金预拨机制，规定蓄滞洪区运用后

损失严重的，蓄滞洪区所在地省级人

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主管部门可以向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财政主管部

门申请预先下达部分补偿资金预算，

并及时组织支付给补偿对象。

问：为什么不再将国家蓄滞洪区

名录作为附录？

答：现行办法以附录形式列出国

家蓄滞洪区名录，并规定因防洪规划

或者防御洪水方案修改相应调整国家

蓄滞洪区时，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

门提出修改意见报国务院批准、公

布。现行办法施行后，国家蓄滞洪区

名录作过一次修订，水利部按程序报

经国务院同意后公布了《国家蓄滞洪

区修订名录（2010年 1月 7日）》并沿用

至今，现行办法所附名录已被替代。

考虑到今后防洪规划修改时可能还需

要相应调整国家蓄滞洪区，办法不再

将国家蓄滞洪区名录作为附录，同时

规定：国家蓄滞洪区名录由国务院水

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确定的重要江

河、湖泊流域的防洪规划拟订，报国务

院批准后公布。这样修改更符合实际

情况，操作上也更为顺畅。

问：为确保办法顺利实施，需要做

好哪些工作？

答：下一步，司法部、水利部将会

同有关部门抓好办法的贯彻实施。一

是加大宣传解读力度。采取多种方式

做好办法的宣传解读和培训指导，帮

助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社会公众等更

好地掌握办法内容，确保办法得到准

确理解和严格执行。二是抓紧完善配

套制度。指导蓄滞洪区所在地省级人

民政府及时出台更为具体、操作性更

强的相关配套规定，进一步细化制度

措施，确保办法落地落实。三是加强

统筹协调。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工作系

统性强，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实

施和监督管理，地方人民政府要统筹

做好具体实施工作，有关部门要按照

职责分工强化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

力，确保各项制度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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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

断加深，老年肿瘤防治成为健康

中国建设最紧迫的挑战之一。最

新数据显示，我国 60岁以上人群

肿瘤新发病例数占比60.7％。

怎样陪老年人打好抗癌这

一仗？时值全国老年健康宣传

周，听听专家怎么说。

民间偏方不可信

个性化治疗有选择

中国抗癌协会最新报告显

示，我国老年肿瘤新发病例数在

增加，常见恶性肿瘤主要为肺癌

和消化系癌，约占老年人群恶性

肿瘤新发病例的 65％。肝癌、淋

巴癌、前列腺癌、血液肿瘤等也

多见于老年群体。

“老年人患癌并不少见，这

与年龄增长带来的基因突变有

关。”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党委副

书记、中西医结合科暨老年肿瘤

科主任医师薛冬介绍，老年肿瘤

与致癌因素长期积累、细胞和微

环境老化等因素密切相关，与非

老年群体相比，老年患者肿瘤疾

病谱和就医诉求均有所不同。

肿瘤患者往往存在病急乱

投医的现象，老年群体在治疗上

还有多重表现。有的老人寄希

望于“神医妙药”，听信民间偏

方；有的拒绝正规治疗，认为“做

手术伤元气”“化疗和放疗会缩

短寿命”；还有的担心花费大，索

性直接躺平。

“抗癌路上，高龄不可怕。”

薛冬说，老年人抗癌既不能简单

照搬年轻人的治疗方案，也不能

轻易放弃治疗，而是要综合考量

疾病情况与治疗意愿，制定个性

化治疗方案。

生存质量很重要

中西医结合更有效

研究表明：通过减轻患者痛

苦、提高生活质量，能够延长肿

瘤患者的生存期。

在西医治疗上，老年癌症有

了靶向药物、免疫治疗等新治疗

选择。而中医药，也有很多用武

之地。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张彤说，老年

人本身脏腑功能偏弱，患癌后更

容易导致气血亏虚、正气不足。

中医注重固护老年患者的正气，

注重脏腑本“虚”的体质基础，着

重从补气、养血、温阳、滋阴的层

面加强扶正。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中西医

结合科暨老年肿瘤科副主任医

师李元青说，临床实践证明，中

草药汤剂、针灸、中药穴位贴敷、

中药泡洗熏蒸等中医传统治疗

手段，能在不同程度上减轻患者

在放化疗期间的痛苦。

止 吐 方 、止 痛 方 、消 胀

方……多家医院针对肿瘤领域

的中医治疗，都有自己独特的中

药制剂或处方，用于缓解患者在

放化疗后的不适。

此外，对于化疗期间的恶心

呕吐、食欲不振、便秘等消化道

不良反应，中医护理可以通过针

刺、穴位贴敷等外治方法配合西

医内科治疗，减轻不适症状；对

于放疗期间经常出现的皮肤黏

膜损伤、口腔溃疡以及放射性肠

炎等并发症，中医护理可以采用

中药泡洗熏蒸等方式来缓解症

状。

早筛早诊是关键

编织关爱防护网

老年抗癌，更要抓好早筛早

诊。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

《关于做好 2025年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组织做

好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

对健康风险较高的相应增加随

访频次。

织密老年肿瘤“防护网”，

多地在行动：江苏省盐城市为 60
岁至 69 岁常住老年居民免费开

展 12 项肿瘤标志物筛查；黑龙

江省大庆市为 45岁至 74岁户籍

常住人口开展肺癌、乳腺癌、肝

癌、上消化道癌、结直肠癌“五

癌”免费筛查……

张彤说，太极拳、八段锦等

中医传统功法可以帮助老年人

提高正气，增强抗病能力。同

时，老年人应做到饮食有节、营

养均衡，选择低糖、低脂、低胆固

醇、高纤维的“三低一高”饮食。

特别要注意戒烟限酒。

近日，北京协和医院联合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成功研发了全

球首个基于多模态人工智能的早

期蕈样肉芽肿辅助诊断系统，为

癌症检测提供了新的有效工具。

“科学与关爱作处方，更多

老年癌症患者将会安享金色晚

年。”薛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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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不可怕！
陪老年人打好抗癌这一仗

新华社记者 徐鹏航 彭韵佳 田晓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