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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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障基本民
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性
制度安排。近年来，我市社会救助制度不断
完善，保障标准逐年提高，不断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兜底保障成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
难群众纳入社会救助范围，兜底保障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不断增强。

社会救助全覆盖
海勃湾区低保居民张来福和马兰女一

家发现，本月低保金发放后，又收到一笔40
元的补发金额。经了解，我市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已完成调整，每人每月提高20元。张来
福夫妻二人享受低保待遇，因此获得这笔补
发资金。

“我肢体三级残疾，老伴听力三级残疾，
我俩今年都70多岁了，没有劳动能力，两个
儿子还都不在身边，幸亏有低保金，我们的
日子才能过得下去。我们最开始享受低保
的时候每人每月150元，现在我们已经每人
每月854元，而且还在不断上涨。真的很感
谢这些好政策保障我们的生活。”马兰女说。

据了解，为进一步保障和改善困难群众
的基本生活，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我市
社会救助标准自6月起执行新标准：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从903元/月提高到923元/月，
列自治区第三位；特困救助供养人员基本生
活标准1700元/月，列自治区第三位；完全丧
失生活自理能力特困救助供养人员照料护
理标准从1350元/月提高到1472元/月，列
自治区第三位；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特困
救助供养人员照料护理标准从525元/月提
高到572元/月，列自治区第二位。

近年来，我市不断健全救助体系，全方
位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制定出台了各项政
策措施，规范审批流程，压缩救助办理时限，
推动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专项救助向低
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延伸，
降低救助申请门槛，扩大兜底保障范围，构
建线上线下相结合、覆盖全面、分层分类、综
合高效的社会救助体系。

精准兜底政策落实，持续提升民生福
祉。落实兜底保障政策，推行社会救助全市
通办，用好“渐退期”“刚性扣减”“单人户”等

惠民政策，强化低保对象动态管理，切实做
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压实照料护理责
任，确保特困供养人员“平日有人照应、生病
有人看护”；取消户籍地、居住地临时救助申
请限制，实现急难发生地直接实施救助；每
月10日前及时足额发放低保、特困供养等救
助资金。今年以来，全市已纳入低保4690
户6821人，特困救助供养397人，实施临时
救助346人次，共发放困难群众救助资金达
2941.9万元。

扩围增效显温度
“大爷您一个人在家吗？最近感觉怎么

样？服务人员上门为您提供服务了吗？”6月
17日，海勃湾区民政局社会救助工作人员李
娜来到低保居民杜金家中走访。

杜金今年67周岁，患有胃癌；妻子王先
女66周岁，因脑出血行动不便，夫妻二人均
享受低保政策。“杜金家的情况符合服务类
社会救助条件，由第三方专业机构定期提供
专业的服务与帮助，我们也会随时跟踪了解
服务情况。”李娜说。

提到服务类社会救助，杜金赞不绝口。
“这项服务真是太好了，我们老两口的身体
状况都不好，需要有人照顾。自从开始推行
服务类社会救助后，有服务人员定期上门为

我们做健康监测、保健按摩，帮助我们打扫
卫生，逢年过节还会上门慰问，提供陪伴服
务等。这些关心和照顾正是我们需要的，每
次他们来都感觉特别暖心。”杜金说。

近年来，市民政局不断创新救助服务，
提升救助服务温度。形成推广“链接资源、
确定范围、明确内容、开展服务、建立档案、
监督评价”六步工作法；健全完善统筹协
同、需求评估、服务清单、规范管理、档案管
理、监督评估、资金保障工作机制；推进服
务类社会救助的主体多元化、对象精准化、
评估标准化、服务专业化、档案规范化、监
督制度化发展，更好地为符合条件的困难
群众提供资源链接、社会融入、精神慰藉等
服务类社会救助，实现多维度、多层次、全
覆盖的精准服务。

目前，我市确定服务对象主要是有相关
服务需求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家庭中
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和重病患者等特
殊困难群体。根据救助对象的困难类型和实
际需求，我市进一步细化服务类社会救助的
具体项目和基本内容，编制服务类社会救助
清单。结合服务对象需求，融入传统节日、气
候变化和居家环境等因素，拓展服务内容，制
定“套餐+点餐”服务菜单。在不重复提供货
币救助满足生活需要的相关服务基础上，统

筹运用已有的救助帮扶、基本养老服务、残疾
人两项补贴、残疾人托养等基本公共服务相
关政策以及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社会
保险制度，满足困难群众实际需求。2025年
以来，已服务困难群众4700余人次。

基层救助强根基
在海勃湾区林荫街道温馨社区，党委委

员唐丽兼职社会救助协理员已经有2年多的
时间，她对辖区每户低保困难家庭的情况都
了如指掌，每当有家庭遭遇突发变故，她都
是第一时间上门为这些家庭解决实际困难。

今年年初，唐丽发现辖区居民王文琴身
体状况越来越差，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王文
琴有肢体四级残疾，以前靠打零工生活。去
年年底开始，她反复生病住院，我们多次上
门走访，认为她的情况符合低保申请条件。”
唐丽说。她第一时间帮助王文琴申请低保，
并于2月份通过审批。

作为基层的救助力量，唐丽表示“累并
快乐着”。“我们要及时了解困难群众情况，
主动提供服务，很辛苦，但是看到经过我们
的努力，这些困难群众的生活有了保障，就
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唐丽说。

近年来，我市不断夯实基层救助力量，
提升救助服务能力。建立村（社区）社会救
助协理员制度，为全市83个村（社区）配齐专
业社会救助协理员；开展基层社会救助能力
提升项目，为全市170余名社会救助工作人
员和社会救助协理员开展以政策理论培训、
系统操作培训、现场案例分析、知识竞赛等
为重点的多形式能力提升项目。

完善主动发现机制，构建市、区、镇（街
道）、村（社区）四级困难群众主动发现网络，
建立部门间数据定期交换共享机制，及时发
现生活困难及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事故、罹
患重病等急难情况。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我市通过持续提
升民生保障水平、加强扩围增效、充分发挥
临时救助“救急难”作用等方式，用足用活社
会救助政策，全力兜住群众基本生活底线。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低保政策落实，完
善社会救助体系，为困难群众提供更高效、
更精准的救助服务，进一步织密民生保障
网，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袁天说。

社会保障“兜底” 群众幸福“有底”
——我市多举措提升社会救助服务水平

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力有效

本报记者 张楚研 文/图

服务类社会救助服务困难群众。

发现流浪乞讨、临时遇困人员该如何帮
助他们？救助机构是什么样的？受助人员
在救助机构能得到怎样的照顾？

今年6月19日是第十三个全国救助管
理机构“开放日”。带着这些疑问，6月17
日，记者来到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探
访这里的工作人员如何帮助流浪乞讨、临时
遇困人员找到回家的路。

“昨天有热心市民跟我们联系，称发现
了一名流浪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第一时
间前去了解情况，当时他拒绝了我们的帮
助。工作人员给他留下联系电话，让他如果
改变主意可随时与我们联系。就在刚才，他
打来电话，希望我们帮助他返乡。”市社会救
助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孙园园说。

原本该流浪人员表示可以自己乘车返
乡，但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该人员年
事已高无法独立乘车，他所提供的户籍地址
还需要进一步确认。于是，工作人员先将老
人托付给相关人员照顾，随后返回中心进一
步核实身份信息，待确认后，将护送其返乡。

“我们的一般流程是发现流浪乞讨人员
后，第一时间前往现场了解情况并进行身份
甄别。如发现相关人员生病需要救治，优先
送医，待病情稳定后再开展下一步工作。对
于身体健康且自愿接受救助的人员，我们会
带他们返回中心，进行安检、存放个人物品、
洗澡、吃饭以及安排住宿。在确认他们户籍

所在地后，帮助他们返乡。我们实行24小时
值班制度，确保任何时段流浪乞讨人员和临
时遇困人员都能及时得到救助。”孙园园说。

在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宿舍、食
堂、盥洗室应有尽有，新更换的床榻柔软舒
适，房间整洁干净。目前，中心共有99张床
位。由于近期中心改造，部分功能室还在建
设中，但图书室已正常开放，健身设备也都
准备就绪，旨在为受助人员提供舒适的生活
环境。据了解，根据相关规定，市社会救助

综合服务中心对流浪乞讨、临时遇困人员的
救助是一项临时性社会救助措施，救助期限
一般不超过10天。特定情况下，救助期限可
以适当延长，须报主管民政部门备案。

中心救助对象中，有一部分为“老、弱、病、
残”群体，还有部分人员存在没有身份信息且
精神异常等情况，无法准确说出自己的家乡信
息，帮助他们返乡相对困难。针对老年人、儿
童及患病人员，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都会
派工作人员护送返乡，确保安全送达。对于精

神异常人员，工作人员则会与公安部门合作，
查找身份信息。同时耐心沟通，通过只言片语
的关键信息帮助他们找到家乡，有时可能只是
一两个字，有时根据说话口音。这些工作看似
简单，但每听到可能为关键信息的言语，工作
人员都需要第一时间捕捉信息，同时查阅大量
资料，寻找相关位置。“我们有一个全国救助机
构的交流群，当有关键信息时，我们就会发到
群里，大家集思广益。”孙园园说。经过多方的
努力，大部分人员得以顺利寻亲。但仍有个别
人员在3个月内无法确认身份信息，对此，市社
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将会启动安置程序，将其
转入市社会福利中心，保障基本生活。

此外，对于一些返乡的易走失人员，市
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还会开展回访工作，
保障这些人员得到救助后能够稳定地生活。

为了更好地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生命安
全，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积极开展“夏
季送清凉”和“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活动，
建立完善的常态化街面巡查机制。在高温
和寒冷天气期间，提前准备防暑降温药品、
保暖衣物及食品等物资，及时为街面流浪乞
讨人员提供帮助，有效保障流浪乞讨人员在
极端天气下的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

截至5月31日，我市今年共救助流浪乞
讨和临时遇困人员52人次，其中男性50人
次、女性2人次；提供医疗救助4人；护送返乡
7人；成功寻亲6人；救助未成年人3人次。

感受“家”的温度 让救助更温情
——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探访

一座城市散发的温度，困难群众最有
感受。

对于困难群众而言，他们的难处各有不
同。有的是因为疾病、残疾而陷入生活困境；有
的虽未达到低保标准，但确实面临难题需要帮
助；还有的是因为各种原因沦为流浪、乞讨人员
无力返乡……对于这些困难群众，我市交出了

“乌海”答卷——“应救尽救、不落一人”。

从基本生活到衣食冷暖；从补齐短板到兜住
底线；从护送返乡到安置保障，社会救助充当着
重要的社会“稳定器”作用。我市秉持“咬定青山
不放松”的决心，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解群众之所困，健全社会救助体系，优化社会救
助体制机制，织密织牢社会救助兜底保障网，用
心、用情、用力解决困难群众的烦心事。

当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后，
其发展型需求上升，精神慰藉、社会融入、
能力提升、自我实现等需求凸显。定期探
访、送医陪护、就业帮扶、心理疏导、学业辅
导……如今，我市提供的社会救助早已不

限于物质帮扶，形式变得更加多样，也更有
温度。社会救助从原本的单一物质救助向

“物质+服务”综合救助转变，进一步扩大了
社会救助的受益范围，更好地满足了困难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从提高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到全力推进
精准救助、高效救助、温暖救助、智慧救助，通
过一项项民生暖政、一条条民生举措，我市将
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兜底保障网织得更密、
编得更牢，有力地托举起困难群众的生活，彰
显出民生的温度与社会的温情。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救助对困难

群众意义重大，但主要还是起缓冲作用。进
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应立足本地实际，
合理确定救助项目，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
刃”上，更好地发挥其保民生、托底线、促公
平的重要作用。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民政部
门和社会救助管理机构只有心怀爱民之心，
扎实做好“救急”“纾困”“解难”的综合文章，
保障好各类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困难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会更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我们的城市也将成为一
座充满爱又值得依靠的温暖城市。

社会救助，让社会充满爱
◇ 张楚研

本报记者张楚研 文/图

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

漫步在海勃湾区凤凰岭街道各社区，老旧小
区“旧貌换新颜”、背街小巷“颜值攀升”、党群服务
中心笑声朗朗。“没想到老了还能看到这么大的变
化，小区环境变好了，人们的生活也更舒心了，‘书
记项目’真是太有用了。”凤凰岭街道80岁居民郝
秋旺说。这一幅幅温暖的民生画卷背后，是凤凰
岭街道党工委以“书记项目”为抓手，把“民生清
单”化作“幸福账单”的生动实践。三年来，街道累
计实施“书记项目”196 个，用实效交出“书记项
目”高分卷。

坚持问题导向，从难处“领题”。今年，凤凰岭
街道各级党组织书记深入开展调研走访，广泛征
求党员群众意见建议，围绕基层党建、社区治理、
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精准确定70个“书记项目”
选题。街道构建起以党工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
各基层党组织书记为直接责任人的责任体系，确
保项目推进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落。按季度调
度项目进展，及时跟进、发现并解决项目实施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让“书记项目”成为破解发展瓶颈
的“金钥匙”。

抓住关键环节，点对点“破题”。凤凰岭街道整
合多方资源，在民生保障“空白区”发力，集中解决
居民关心的养老、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坚持以

“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组织社区“两委”、网格
员成立志愿小分队，开展小区环境卫生整治、丰富
居民文化生活，加强社区合伙人、热心人挖掘等志
愿服务500余次，形成“头雁领航、群雁齐飞”的良
好工作氛围。

聚焦落脚之处，用实效“答题”。街角新修的花
坛、公园里下棋的老人、小区内色彩斑斓的文化墙彩
绘……一幕幕微场景的细腻蜕变，让幸福在家门口

“升级”。每周五的“书记亲民走访日”，党工委书记
带队深入街巷，现场办公解决飞线充电、私自圈地种
菜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6件。在长青社区，通过

“门前树下议事会”，党员、居民代表、物业三方联动，
仅用2个月时间就破解了困扰居民多年的下水管道
堵塞问题；在新城社区双拥街，“商圈党建联盟”应运
而生……党组织书记们亲自挂帅、精准施策，用实效
答题，让“小阵地”不断释放“大能量”。如今，通过

“书记项目”的精准实施，凤凰岭街道完成加装电梯
5部、新增停车位1030个、打造老年活动室19间、口
袋公园5处；共享厨房、惠民餐厅、老年大学、社区幼
儿园等便民设施应有尽有。

凤凰岭街道将持续以“书记项目”为重要抓
手，探索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径、新模
式，推动解决一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有效
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服务效能，让群众的幸福感
不断提升。

用实效交出
“书记项目”高分卷

本报记者 张楚研

青年交友会
近日，海勃湾区海北街道黄河社区举办“青年

交友会”活动，为年轻人搭建健康、积极的交友平
台，促进辖区单身男女相识相知，让青年人才工作
创业的同时，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找到“家”的幸
福感和归属感。 （张楚研 摄）

参观警示教育基地
近日，海勃湾区新华街道和谐社区党委组织各

支部党员到市全面从严治党警示教育基地参观。
活动现场大家跟随讲解员了解基地的建设背景、基
本情况及重要意义，观看了违纪违法案例警示教育
片，以案为鉴，警钟长鸣。通过此次廉政警示教育，
党员们受到了思想的洗礼和心灵的震撼，大家纷纷
表示，要深刻汲取腐败案例的经验教训，切实筑牢
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张楚研 摄）

感党恩 听党话 跟党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