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中央财政下拨资金，连续第四年在

春节前为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其

中，城市低保对象每人 300 元，农村低保对象

和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每人 200元。

其实，早在 2006 年，自《农村五保供养工

作条例》公布实行始，农村“三无”人员这一最

困难的群体就被纳入国家财政保障范围。

2007 年，以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全国建立农

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为标志，我国覆

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其

中，对于生活困难老人，尤其是无生活来源，

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扶养人

的“三无”老人，国家给予了更多的关心，。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城乡低保对象

7443 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5.5%，基本做

到应保尽保。其中，所有符合条件的农村五

保供养对象均纳入供养范围。

为解决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数量少、规模

小、布局分散等问题，有关部门近年来累计

投入中央集中的福彩公益金 7.52 亿元，带动

地方投入 77.9 亿元，新建、改扩建五保供养

服务机构 4008 所。截至 2011 年底，全国共

有 农 村 五 保 供 养 服 务 机 构 3.2 万 所 、床 位

232.6 万张；供养对象 551 万人，其中集中供

养 184.5 万人。同时，结合国家农村危房改

造工作，各地分散供养对象的居住条件明显

改善。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现行社会救助政策

虽已基本完备，但距离法制化、科学化的要

求尚有一定差距，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尚

无一部社会救助基本法律，难以对社会救助

相关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规范和调整。例

如，农村低保等工作目前主要依据地方性法

规和政府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不同程度地存

在着效力层次偏低、适用范围较窄、实施机

制薄弱等问题。

同时，城乡社会救助体系框架虽已初步

建立，但仍有一些困难群众和特殊情况难以

纳入救助范围，制度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完

善；救助供给仍然不足，相当数量的地区没有

实现农村五保“按标施保”，五保补助资金在

部分地区没有得到有效使用，老年人、残疾

人、未成年人、重病人等特殊困难群体迫切需

要的日常照料、心理咨询、护理康复等方面的

服务还比较欠缺，等等。

数据显示，在老龄化过程中，我国老年空

巢家庭增长速度非常快，目前，65 岁及以上

老年人生活的家庭中，至少有 31.77%属于空

巢家庭。这些家庭中的空巢老人，在丧失了

劳动能力和自理能力之后，有相当比例需要

依靠社会救助。

为此，加快健全社会救助法律体系和制

度体系，大力推进社会救助事业均衡发展，切

实加强社会救助能力建设并着力强化社会救

助监督管理，努力构建标准科学、对象准确、

待遇公正、进出有序的社会救助工作格局，不

断提高社会救助的规范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将是维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的切实之

举，也将是保证每一位老人衣食无忧的“兜

底”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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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民政部日前召开有关城镇问题调研
座谈会，就新时期如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
提高城镇化质量和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等问题进
行探讨。 （惠 民）

“2012 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
查”结果日前发布。结果显示，影响中国家庭
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按相对作用大小依次为：
家人健康、夫妻和谐、有自己的住房、子女成
才、心态好。

☞ 农村家庭幸福感高于城镇

调查发现，农村居民感觉幸福的家庭比
例略高于城镇。在农村，婚龄越长，家庭越幸
福；在城市，婚龄越短，幸福感越高。中国社
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认
为，这折射出城市生活压力更大。城市的生
活环境、工作压力、子女的教育压力等均大于

农村。更多的情感诱惑，也使传统意义上的
“七年之痒”变为“三年之痒”甚至更短。夫妻
关系也是影响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调查表
明，初婚人群幸福感更高，离婚家庭幸福感
最低。

调查显示，家庭幸福感随年龄递增，年龄
越大，家庭幸福感越高，“40 后”的家庭幸福
感最高，“90 后”的家庭幸福感最低。中国人
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杜鹏分析认为，
这与年纪越大、对家庭投入越多、从中得到的
满足越高有关，也与“80 后”、“90 后”群体面
临就业、购房等巨大压力，及其对于“婚姻”带
来的角色转变还在适应、磨合阶段等有关。

☞ 农民工群体家庭幸福感最低

调查数据显示，事业单位、外企人员、离
退休人员的家庭幸福感较高；而农民工、留守
妇女、留守儿童、空巢家庭等群体的家庭幸福
感普遍偏低。与其他职业相比，农民工群体
的家庭幸福感最低，低于农业劳动者，甚至低
于城镇中的失业和无业家庭。其在打工地遇
到的最大困难，分别是日常开支高和父母不
在身边。

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幸福感显著低于
农村本地已婚妇女的相应水平。父母均不在
身边的“留守儿童”，以及父母有一方不在身边

的“留守儿童”的家庭幸福感，均显著低于儿童
的平均家庭幸福感。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家
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主任闵乐夫指出，“完整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必需品，亲子沟通很重要”。

此外，“空巢家庭”幸福感显著低于“非空
巢家庭”；城市“空巢家庭”幸福感低于农村

“空巢家庭”。与邻居的关系越好，家庭越幸
福。而且，与邻居交往越全面、越深入，家庭
幸福感越高。王广州认为，家庭的幸福感不
仅是个人自身的幸福感，更涉及一个社区内

“家与家”之间的关系。增进邻里交流，改善
邻里关系，对于减缓压力、保持身心的健康和
幸福感的体验有着深刻影响。

2012年中国家庭幸福感调查结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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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家庭幸福感调查结果发布——

“家人健康”最幸福
本报记者 吴佳佳

城镇化

探讨发展质量问题

点评：2012 年是中国城镇人口超过农村

人口的第一年。新时期推进城镇化，关键在

提高质量，促进其健康发展。要坚持走集

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坚

持以人为本，民生优先，把人的城镇化放在

第一位；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镇化全过

程；坚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同步推进。具体操作中，要坚持统筹

兼顾、规划引领，全面综合考虑城镇化建设

有关问题，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础

上，制订实施好城镇化战略规划、城镇产业

发展规划、城镇市政建设规划，特别要注意

三者的衔接；坚持因地制宜，错位发展，鼓励

指导各地探索有地方特色的区域城镇化之

路；坚持体制机制创新，研究解决制约城镇

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问题。

本报讯 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与长沙
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日前召开“孤残儿童高等教育
助学工程”实施情况通报会暨工作研讨会，旨在
总结经验，完善机制，使项目得到更好的推行并
持续发展。 （张 希）

点评：让孤残儿童融入社会，是对他们最

大和最终的帮助。在此过程中，有关各方精

心把握，对孩子们在心理健康、生活学习、成

长辅导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服务，帮助孩子们

克服心理障碍、掌握生存和发展的本领，可谓

功不可没。希望良好的经验能够得到更好的

推广，希望“助学工程”建立起长效机制，持续

发展，惠及更多的孤残儿童。

助学

关注孤残儿童教育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从天津市政府获悉：
2013年天津市20项民心工程已确定，并正式启动
实施。本次启动的民心工程重点突出就业、收入、
社保、住房、教育、医疗、出行7个领域。

2007 年至 2012 年，天津已连续 6 年实施 20
项民心工程，累计涉及 120 个大项、842 个子项，
切实解决了一大批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2013 年是天津第七年实施 20 项民心工程，涉及
61 个子项、26 个责任单位和责任人，重点包括：拆
改市区危陋房屋和城中村破旧房屋、综合提升改
造中心城区旧楼区、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扩大就
业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筹资标准等。

天津：

20项民心工程启动

本报讯 记者刘存瑞 李哲从近日召开的山
西省财政工作会议上获悉：山西省 2012年财政支
出向民生领域投入的力度之大、群众受惠之多创
历史新高。据统计，全省用于教育、社会保障和就
业、医疗卫生、保障住房、文化体育等与民生领域
直接相关的支出达 1487 亿元，同比增长 22％，占
到全省总支出的 53.86%。

据统计，全省教育支出 559.41 亿元，同比增
长 32.1%，有力支持了各类教育统筹发展；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 354.97 亿元。全省新增城镇就业
51 万人，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90%，均创
历史最好水平；全省医疗卫生支出 179.59 亿元；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养老和低收入群体保障
制度实现全覆盖。

山西：

财政投入向民生倾斜

本版编辑 张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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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腊八”前夕，国家电网山东阳信县供电

公司的彩虹志愿者来到阳信县翟王镇敬老院，为

老人送去祝福歌、长寿谣。

新华社记者 范长国摄

上图：1 月 18 日，板舍村“五保”老人仰秀英在

试穿刚收到的棉衣。当日，安徽岳西县民政局的

工作人员来到毛尖山乡板舍村敬老院，为这里的

20 位“五保”老人送上棉衣、棉裤、棉袜、围巾和手

套等御寒衣物。 新华社记者 杜 宇摄

江西南昌市东湖区京门小区杨金根老
人的儿子杨建平 13 年前患上白血病；老伴
80 岁，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常
年需要人照顾。“生活太难了，早先甚至有
过从八一大桥跳下去的想法！现在，这种
念头彻底打消了，生活也越来越有希望
了！”谈起东湖区的医保和救助制度，杨金
根一家充满了感激之情。

去年，杨金根家看病花费将近 5 万元，
除去医保和民政部门的救助补贴，自己仅
掏了几千块钱。“对于家庭困难的老年人，

医保报销不了的部分，我们尽量通过二次
救助来减轻他们的压力，目前已经实现了
城乡医疗救助、基本医疗保险与定点医疗
机构三方网上同步结算。”东湖区低保局局
长涂伟波告诉记者。

说起南昌市东湖区的信息化救助系
统，可谓特色十足、功能强大。该系统的后
台设在区民政局一楼大厅，老人通过携带
定制手机，就能和服务网络连在一起。如
果老人需要帮助，通过“一键求助”功能，就
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民政工作人员的帮

助，子女也可以通过网络了解老人的行
踪。据了解，为了帮扶贫困老人，东湖区政
府将对 300多个老人免费发放定制手机。

同时，人性化的关怀也不可缺少。南
昌县武阳镇敬老院 70 岁的万良根老人对
记者说，他上个月查出得了胃癌，1 万多元
的治疗费用需要垫付，自己身无分文，院长
伍国玉就自掏腰包，还去医院悉心照料。

去年，南昌集中供养五保对象年人均供养
标准提高到4344元至4920元，分散供养的年
人均供养标准提高到2160元，居江西首位。

不久前的一天，记者走进湖南长沙市民张
运清老人的家里，几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正聚
在一起，说说笑笑，“我们约好晚上一起吃

‘萝卜炖羊肉’呢”。记者一打听，这些老人们
都是孩子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又是多年的
老邻居，于是就以户为单位组成了“空巢老人
康乃馨互助小组”，互帮互助，“抱团取暖”。

“儿女们上班去了，留下我们在家，常常
感到孤独，钢筋水泥的楼房隔断了邻里来往，
平时大家也不怎么打交道。成立老年人互动
小组之后，无论什么时候碰到，都会彼此问候
一句，‘最近好吗？’，不管刮风还是下雨，都会
打个电话询问一下，需要什么帮助。”张运清
说。“现在，我们是一家有事几家管。”84 岁的
蒋爷爷快言快语告诉记者，他和 77 岁的老伴
空巢居住，老伴腿脚不好，行动不便，自己年
岁也大了，孩子不在身边，生活上诸多不便，
楼上的杨爷爷会帮他办些事情；而杨爷爷身
体不好，每天都要出门打针，蒋爷爷就经常帮
着处理家中琐事。

“周一，和曾娭毑交流糖尿病治疗心得；
周二，和傅娭毑一起上菜市场买菜⋯⋯”在互
助小组组长张运清的家里，记者见到了这样
一份互助组活动日程表。“平时我们相互走动
走动，像这样大雪纷飞的天气，我们就聚在一
起聊聊天。”围着暖暖的火炉，大家坐在一起，
说说笑笑，气氛融洽而温馨。

“社区也没忘记我们。长沙的第一场雪
后，老人怕路滑，都待在家里不敢出门。树木
岭社区的志愿者送来蔬菜，我们就不用出门
买了。现在，我们的生活可踏实了！”老人们
告诉记者。

空巢老人

邻里互助

很温暖
本报记者 刘 麟

南昌：

让患病的老人更安心
本报记者 郭存举 赖永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