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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记者陈琴 4 月 21 日下午，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欧美霖来到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听现场，倾听群众心声，解答市
民在人社领域的各类咨询与诉求。

在接听过程中，群众梁女士来电咨询上班途中发
生交通事故后的工伤申请问题。她表示事故已报警，
交警部门暂未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伤者当时已送院
治疗，目前在第三者已经赔偿的情况下，能否申请工
伤、如何申请？欧美霖现场答复群众，交警部门出具
相关责任认定书后，可携带诊断书、责任认定证明、单
位劳动关系证明等材料，到当地行政服务中心人社工
伤科填写申请表，进行工伤认定。

群众谢先生来电咨询档案接收问题。谢先生户籍
归属茂南区，目前在浙江读大学，将于今年毕业，他咨
询自己的档案能否转回茂名。欧美霖当即回复，可以
转回茂名。此外，当日还有群众来电咨询高校毕业生
就业补贴、手工代加工劳动关系认定等问题，欧美霖逐
一耐心解答，讲解补贴申请条件、流程与材料，认真剖
析劳动关系认定要素，指导群众留存证据、依法维权。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养老已成为社会
关注的热点话题。欧美霖介绍，我国的多层次、多支
柱养老保险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基本养老保
险，包括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二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三是个人储蓄性养老

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当前，“职保”和“个人养老金”
的热度很高，因为它们给参保者带来了“真金白银”的
好处。一方面“职保”相对“居保”保障力度更大、保障
水平更高，让参保者晚年生活更加体面；另一方面“个
人养老金”有“减税”“养老”“理财”三大好处。目前，
我市个人养老金账户开户数达到40多万。

此外，还有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是国家为了保
障劳动者在年老、工伤、失业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
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而依法设立的制度，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均负有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法定义务。欧美霖表示，接下来，市人社局将
联合税务部门，持续开展社保参保执法检查。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把手”接听12345热线

解读社保政策回应民生关切

茂名晚报讯 近日，为丰富视障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
构建盲人朋友展现自我的舞台，弘扬诗歌正能量魅力，化
州市图书馆联合化州市盲人协会及化州市善为本义工协
会，在华伟图书馆一楼多媒体厅成功举办了化州市第一
届盲人诗歌朗诵比赛。本次比赛以“触摸诗意，聆听心
灵”为主题，用声音传递温暖，以诗意点亮心灵，吸引了众
多视障朗诵爱好者参与。

为保障比赛的顺利进行，图书馆工作人员提前做好活动
预案；所有路线设专人引导；在盲文阅读专区调配好听书机和
有声读物；志愿者更是一对一协助选手们登台参赛……图书
馆人性化的暖心服务，无不处处体现了满满的人文关怀。

当天上午9点，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化州市盲人协会
会长庞春明和化州市图书馆馆长罗伟莲分别上台致辞，
为选手们鼓劲打气。庞春明激动地说：“感谢化州市图书
馆一直以来为视障朋友举办的阅读听书和观影活动，让
大家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希望，这次诗歌朗诵比赛，更是得
到了图书馆的大力支持，让选手们有了更大的勇气和底
气，心里充满阳光。”罗伟莲表示，这场诗歌朗诵比赛别开
生面，经过初赛和决赛，让视障朋友们打开心灵，以诗会
友，加强图书馆与外界的沟通联系，加强关爱特殊群体，
给选手们一个展示才华的平台。

比赛中，选手们以饱满的状态、丰富的情感，朗诵了
《致橡树》《我的心中有光明》《我爱这土地》《面朝大海春
暖花开》《将进酒》等经典诗歌，更有视障作者李阿庆朗诵
了自己的原创作品《祖国，我的妈妈》，抒发了热烈的爱国
情怀。选手们通过诗歌朗诵，掌握语调的起伏，节奏的把
控，将文字转化为一幅幅鲜活的画面，现场声高低起伏，
掌声阵阵。评委老师刘春璐动情点评：“选手们感知美好
的能力非常强，用声音描绘了五彩斑斓的世界，传递出对
生活的希望和祖国的热爱。”

经过激烈的角逐，李阿庆凭借《祖国，我的妈妈》的深
情演绎荣获一等奖，王林平和郑淋荣获二等奖，董艳清、
吴玉兰、李观英荣获三等奖。颁奖仪式上，获奖者手捧证
书和奖金，脸上洋溢着自豪和喜悦。

赛后，参赛选手们仍激动不已，希望主办方多举办此
类活动。观众席上，带着小孩观赛的王女士感慨道：“选
手们都很棒！我和孩子深深地感受到了用心聆听，更容
易触及灵魂。这，才是一种真正的‘看见’和‘尊重’！”罗
伟莲表示：“未来将持续开展此类阅读推广及无障碍艺术
沙龙活动。在2025年第30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让
我们共同努力，推动全民阅读，培育文化自信，培养积极
向上的情操。搭建‘声音桥梁’，用文化服务的创新实践，
令社会大众对各个特殊群体有更深的认识和理解，从而
构建我们更美好的明天！”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梁郁文 通讯员刘春璐）

4月18日清晨，朝阳照进中山大学附属第六
医院粤西医院（信宜市人民医院）的病房里，邓
富源的母亲握着绣着“生死线上守希望 医者仁
心创奇迹”的锦旗，指尖还在微微发颤。之前，
她曾在 ICU数着仪器的蜂鸣声度日，而此刻，儿
子正躺在胸外科病床上看书——这个被车祸推
到生死边缘的 17 岁少年，终于在一座城市的温
情托举下，握住了重生的钥匙。

飞来横祸：命运在春日砸出裂痕

3月 2日下午，信宜中学高二学生邓富源在
返校途中遭遇严重车祸，被紧急送医。急诊CT
显示：重型多发伤，伴随肺挫伤、双侧血气胸、多
发肋骨骨折等危重情况。

“接到医院电话时，我正在深圳打工。”邓妈
妈攥紧衣角回忆，“赶到医院看到孩子全身插满
管子，躺在病床上叫不应，只有床边仪器一堆堆
跳动数字。”听不到往日儿子的问候，这个每月
靠微薄工资支撑家庭的普通务工者，倍感悲痛
和无力。

据主治医生李戈介绍，面对患者当时的危
急情况，ICU 团队迅速作出决断，“立即上 EC⁃
MO！”面对即将衰竭的心肺功能，这台人工膜肺
成为托起生命的关键希望。

生命接力：一座城的温情共振

在少年用顽强的意志与病魔抗争时，社
会各界的爱心援助也为他筑起了一道坚实
的生命防线。据悉，事故发生后，信宜中学
家长群、校友群接力支持救助，一方面通过
发出倡议书，24 小时内获得 30 余名市民挽
袖献血；另一方面积极发动捐款，全校师生、
各界校友和爱心人士踊跃参与。曾获“信宜
好人”称号的萧芳老师闻讯，更是带领爱心
人士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发动，短短一天将捐
款从 8.7万元推高至 21万元。信宜邓氏宗亲会
也通过线上线下甚至海外响应，参与和帮助筹
集善款。

倾情守护：在死亡线上编织希望

治疗期间，医护人员时刻关注着邓富源的
身体变化，又化身“翻译者”，将深奥的医学术语
转化为温暖的慰藉，每天为他讲解病情：“修补
好的肺叶像刚发芽的小苗，需要慢慢浇水。”

作为校友的骨科主任医师王炜昌更是化身
贴心“大师兄”，闲谈间给邓富源科普了信宜中
学和信宜市人民医院的由来，阐释了大家的关
怀是信宜人民践行“信义”的真实写照。

“重症救治不仅是技术，更是心理战。”中山六
院粤西医院创造生命奇迹：第6天撤除ECMO，第
15天脱离呼吸机，第19天完成骨折手术。

班主任张雄鹰和各学科老师及同学们也十
分牵挂邓富源，探视之余也多次发微信鼓励他，

“病榻上的日子或许枯燥，但你的意志会因此更
加挺拔；疼痛的考验或许难熬，但它终将成为你
生命勋章的一部分。你看，窗外的黄花风铃木
又开了新花。待到来年花团锦簇时，我们依然
要看见那个在走廊追着光奔跑的少年。”

向阳而生：“谢谢你们给我第二次心跳”

4 月 18 日，阳光透过窗户照亮了胸外科病
房，邓富源吃力地握着笔，在导数公式旁画了个
笑脸——这是数学老师教他的：“每道难题都像
伤病，慢慢拆解就能找到解法。”

关于对未来的畅想，邓富源表示对AI很感兴
趣，“以后我要为车辆都装上智能防止事故的AI
软件。”

邓妈妈盯着病房墙上的信宜地图，献血点、
捐款站、学校、医院连成光带。“以前觉得‘信义’
是牌坊上的字，现在才知道，是每个人捧出的热
心让它有了温度。”

在医院的病房里，邓富源在日记里悄然写
下：“谢谢你们给我第二次心跳”。这是生命的
隐喻——当个体苦难被无数双手接住，善意便
在陌生人之间传递，汇聚成照亮寒夜的星河。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官辉 见习记者吴彩虹）

触摸诗意 聆听心灵

化州市第一届盲人诗歌朗诵比赛
圆满落幕

生命接力 全城托举

17岁信宜少年“重生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