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践行为民初心 托起民生幸福
——市民政系统奋力谱写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 吕晓磊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近年来，我市基本民生保障迈上新台阶，基本社会服务加快发展，基层社会治理
走深走实，群众“稳稳的幸福”背后，是我市民政部门坚持党建引领，牢固树立“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谋民生之利、
解民生之忧、补民生之短的生动实践。

守护“最美夕阳红”

养老是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第七次人口普查
数据显示，聊城市常住人口数量为595.2万，其中60岁以
上老年人数量为112.8万，占比18.96%。

10月6日上午，在开发区中心敬老院，79岁的谢香玲
老人正在房间内和她的老姐妹愉快地聊天，“有事儿一按
铃，工作人员就马上过来，你看我们生活的环境多好啊，
大家都特别喜欢这儿！”用谢香玲的话来说，每天和伙伴
们唱唱歌，聊聊天，生活好惬意。

对卫生间、浴室地面进行防滑处理，配备淋浴椅，安
装扶手，出入通道进行无障碍改造，安装防走失装置，根
据老年人实际需要还增加了轮椅、康复理疗床……今年，
我市民政部门持续实施敬老院改造提升工程，计划改造
提升12处，目前已全部完成。聚焦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
需求，优先引导发展护理型养老机构，今年计划新增护理
型床位1090张，目前已经投入使用1175张，超额完成任
务。

在开发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的监管服务平台上，清
晰地显示着10月6日中午中康颐养养老服务中心护工梁
金华的行动轨迹：中午12时02分，到开发区冯庄社区提
供上门送餐服务，并询问老人是否还有其他服务需求。

数字赋能智慧养老全面提速是我市养老服务近两年
来的重要内容之一，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有效对接养老
服务，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智慧养老服务的支撑下，实现
了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如何让老年人每天都能吃上“放心餐”，成为当前养
老工作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10月10日，52家幸福食堂集体开业，品种丰富、价格
实惠的菜品，确保老年人吃得安全、吃得实惠、吃得舒心，
这无疑为老年人送上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大礼”。

为老年人提供一餐一饭，看似是件小事，却是关乎老
年人幸福指数的民生大事。为了让老年人的“一餐热饭”
吃得更好更可口，幸福食堂及时分析用餐老年人年龄结
构、饮食习惯，提供专业化的菜品或套餐，同时，对前来消
费的老年人实行补贴：70—79岁的老年人每餐补贴2元
（每日只限一餐），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每餐补贴4元
（每日只限一餐）。全市目前共设有52家幸福食堂，老年
人首次就餐需持本人身份证到幸福食堂录入个人身份信
息，在其中任何一处录入信息后都可享受补贴。

围绕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目标，坚持党建引领养老服
务，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享受到更加精细化、多元化的养
老服务，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实现老
年人乐享晚年的愿望，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是我市坚
持将“民生工程”干成“民心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

社会救助兜底线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关系
民生、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工作。

今年3月上旬，市民政局、市财政局联合印发了《关
于提高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水平的通知》，将城乡低保对
象、特困人员等九类困难群众救助标准再提高10%，城乡
低保标准之比保持在1.28：1以内，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费
标准不低于低保标准的 1.3 倍，其中农村低保提高
14.6%，农村特困对象基本生活费提高了15%，保障低保、
特困人员10.57万人，截至9月底，全市累计支出城乡低
保、特困人员救助资金5.8亿元。。

同时，为加快完善分层分类、城乡统筹的社会救助体
系，我市陆续出台了《聊城市社会救助工作领导小组工作
规则》《聊城市社会救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细则》和新
的《聊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法》，拓宽了申请人范围，
扩大了不计入家庭收入的内容，完善低保申请家庭收入
核定内容。

8月24日，在高唐县赵寨子镇张庙村，大学新生刘一
宁（化名）收到了聊城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志愿者送来的
2000元现金和部分生活物品。父亲去世，母亲患病，失
去了经济来源的刘一宁跟着80多岁的爷爷奶奶生活，深
陷困境。经申请，民政部门已将该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
障。今年，刘一宁顺利考入山东理工大学，根据政策，刘
一宁可享受低保家庭大学本科新生救助资金4000元，但
上大学的费用，还是让这个家庭犯了难，困难时刻，政府
和社会携手，为这个家庭托起了生活的希望，也照亮了刘
一宁的未来。

实际上，刘一宁只是社会救助和慈善救助相衔接的
一个缩影。为了探索建立社会救助与慈善救助相衔接救
助工作机制，我市在全省率先出台了《聊城市民政局关于
推进社会救助与慈善救助相衔接的指导意见》，为建立
社会救助与慈善救助相衔接救助工作机制提出具体的
指导意见，最大限度发挥社会救助与慈善救助的综合效
益，多渠道保障困难群众生活。同时，积极指导基层开
展优秀社会救助品牌创建，充分发挥各类社会救助典型
的示范作用，我市选送的《临清市“救助来临·清楚办理”
社会救助特色品牌》被省民政厅评为“2022年度全省优
秀社会救助品牌”；2名照护人当选2022年度全省分散供
养特困人员“最美照护人”；两个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
助项目被评为2022年度全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优
秀项目。

市民政局还下发了《聊城市民政局关于做好疫情期
间困难群众生活保障的通知》和《关于改革完善急难型临
时救助制度的通知》，充分发挥临时救助“救急难”作用，
针对解决城乡群众遇到的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的基本
生活困难，织密兜牢基本民生保障网，切实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截至9月底，实施临时救助2738人次，发放临
时救助金653万余元。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作为最后一道兜底保障
安全网，在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方面，我市已经形成
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针对不同困难群众建
立起救助圈层，及时给予有针对性的救助帮扶，生活有困
难的给予低保或临时救助，生病了有医疗救助，上学困难
有教育救助，住房困难有住房救助，形成分层分类、综合
救助的格局，从而通过社会救助体系来统筹救助资源，凝
聚救助合力，为困难群众提供更加有力、更可持续的兜底
保障。

扶残助弱勇担当

残疾人的生活状况关乎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生活质量
和幸福指数，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

市民宋强（化名）多年前因为一场意外导致腿部残
疾，生活一度陷入困境。“最困难的时候是靠政府帮扶过

来的。”宋强说，自己每个月享受政策补贴，生活才得以保
障。今年，聊城又提高了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这让宋
强觉得如今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针对残疾人相对生活困难的情况，我国从2016年1
月1日起全面建立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为了把党和
政府的温暖真正送到千千万万残疾人及其家庭，我市民
政等部门不断完善“两项补贴”制度建设。为加强残疾人
基本福利保障，聊城市民政局与市残联及时对数据进行
对比和共享，让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更加及时精准。对符合条件的残疾人进行手机短信
通知和有关政策宣传，解决残疾人出行不便、信息获取不
及时等实际困难。充分利用“互联网+”模式，深化“放管
服”改革，持续开展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跨
省通办”。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孤儿等困境儿童更是特殊困难
群体，呵护他们健康成长是民政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和
义务。为了努力让祖国的花朵向阳而生、乐享童年，我市
民政部门不断完善儿童福利保障制度，贯彻落实未成年
人保障政策。

截至9月底，全市共有孤儿594人，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2305人，重点困境儿童670人。市民政局与市财政局
联合下发《关于提高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水平的通知》，在
2021年的基础上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受艾滋病
影响儿童、重点困境儿童救助标准再提升10%。

与此同时，市民政局还加强未成年人保护，调整市未
成年人保护小组。统筹指导全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月”
活动。开展“村级儿童主任赋能行动”，对全市6044名村
级儿童主任开展培训。

公共服务暖民心

婚姻、殡葬服务直接关系千家万户。我市民政部门
紧盯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红白喜事，持续推进婚姻、殡葬
服务移风易俗改革。

2月22日，全市8个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全部开展集
体婚礼或颁证仪式。5月20日，采取线上+线下“双线”并
进的预约方式，专为“520”结婚登记开通预约渠道，为全
市1300余对新人办理结婚登记，免费举办颁证仪式，通
过多种方式向新人倡树正确的婚恋嫁娶观，简化喜事操

办流程。
今年清明节，一场以“平安清明寄深情，文明祭祀树

新风”为主题的代祭扫仪式在聊城市殡葬服务中心举
行。来自民政部门和墓区的工作人员手持花束、宣读祭
文、三鞠躬，代替因疫情影响不能亲临现场祭扫的群众向
逝者致以思念之情。

针对百姓关心的“身后事”，我市加快完成56处公益
性安葬（放）设施，有序推进老旧殡仪馆基础设施改造升
级，开展殡仪馆管理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推进殡葬改革，
倡导节地绿色生态安葬新风，发展“互联网+殡葬服务”，
开展清明节网络祭扫活动。构建基本殡葬公共服务体
系，积极推进惠民殡葬，为困难群众减免或补贴基本殡葬
服务费用。

地名在社会生活、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等方面有着积
极的作用，市民政局积极开展乡村地名信息服务提升专
项行动，完成1.3万个地名信息录入，扎实做好《地名管理
条例》学习宣传。同时，做好地名文化遗产的普查挖掘工
作，确定光岳楼、山陕会馆等 128 处聊城市地名文化遗
产，形成了《聊城市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阳谷县被
民政部确定为“深化乡村地名服务，点亮美好家园”试点
地区；冠县、东阿县被省民政厅确定为加强乡村地名管理
工作试点单位。

9月份，聊城市慈善总会联合爱尔眼科医院赴青海
刚察开展复明行活动，为刚察56名白内障患者进行了免
费治疗。这只是我市慈善公益活动的一个缩影。多年
来，聊城市慈善总会充分发挥独特优势，积极筹募慈善款
物、开展救助活动，为群众办了一批实事好事。

为进一步动员社会组织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市民政局发动全市社会组织积
极参与东西部协作，助力彭水县乡村振兴。聊城市慈善
总会、聊城信发基金会等 12 家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东西
部协作首个项目“爱心结对·情暖儿童”，对彭水县93名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进行全覆盖救助，共支持资金55.8万
元。

随着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全面建立，我市已建立起以
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医疗救助、
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社
会救助体系，切实践行为民初心，托起民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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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到社区为老年人包水饺。■ 张希栋

20222022年年77月月2929日日，，高唐县举办高唐县举办““情满高唐情满高唐··执手今生执手今生””集体婚礼集体婚礼。。■■ 张希栋张希栋

幸福食堂暖意融融。■ 吕晓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