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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生

本报讯 民政部 101 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日
前发布的《殡葬绿皮书》——《中国殡葬事业发展
报告（2012-2013）》显示，截至 2012 年底，全国实
施惠民殡葬政策的地区已覆盖 30 个省（区、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每年减轻群众负担近 15 亿
元。目前，除西藏自治区外，全国已有 30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实施了省级范围的惠民殡葬政策，
基本实现了惠民殡葬政策全面覆盖低收入群众。

绿皮书指出，在惠民殡葬推广过程中，针对困
难群众减免或补贴基本殡葬服务费用，是惠民殡
葬的重点；在落实惠民殡葬政策的省份中，绝大多
数惠民资金由市县财政分担或县财政负担。惠民
政策的实施与落实不但减轻了群众的经济负担，
而且提高了各地群众参与殡葬改革的积极性，推
动了殡葬改革的发展。惠民政策实施还带动了一
些地方公益性殡葬服务设施建设和殡葬管理体制
改革，规范了殡葬服务行为，减少了丧事大操大办
现象，对移风易俗起到了促进作用。

（卫 华）

本版编辑 张 雅

殡葬：

惠民政策全面覆盖

殡葬：

惠民政策全面覆盖

本报讯 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发出通知，决定
为全国携带艾滋病病毒及患有艾滋病的儿童发放
基本生活费。

通知明确，基本生活费发放对象为感染艾滋
病病毒的儿童，儿童系指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
人。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根据城乡
生活水平、儿童成长需要和财力状况，按照不低于
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的原则，合理确定感染儿童基
本生活费标准，具体标准参照当地孤儿基本生活
费额度，全额执行。

为全面落实基本生活费保障资金，通知还要
求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将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纳
入孤儿基本生活费范围，列入财政预算。通知说，
省级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大投入，保障感染儿童
基本生活费所需资金；地方各级民政部门要根据
保障对象的范围认真核定感染儿童身份，在每年
申报孤儿基本生活费资金时，将感染儿童纳入，一
并提出资金需求，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列入财
政预算。中央财政按照孤儿基本生活费补助标
准，对各地发放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进行补助。

（惠 民）

补助：

关爱艾滋感染儿童

本报讯 北京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近日宣
布，为使公益善款管理更加公开透明，今年起将组
建由捐赠者组成的社会监督志愿者队伍，对“学子
阳光”、“希望之星 1+1”、“善薪计划”等项目的善
款落实情况进行监督，使公益善款管理更加公开
透明。

北京青基会还公布了 2012 年机构捐赠款物
的收支情况，这是自 2003年以来第十次面向社会

“晒账单”。据统计，北京青基会去年共接受海内
外 捐 款 41498040.6 元 ，资 助 支 出 30765663.59
元；接受捐赠物资 1474852.55 元；捐赠物资支出
334851.55 元。2012 年起，青基会将捐款的使用
情况每月向社会公示，明确每一笔捐款的支出金
额、捐款去向。 (高 杨）

捐赠：

组建社会监督队伍

本报讯 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委托公域合力管
理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的《贫困地区小
学生缺鞋状况调查报告》日前正式发布。该报告
被看作是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精细化、专业化的开
始，为我国公益事业走上专业化之路，采用更科学
的运作、管理模式，以及有效解决供需双方信息和
物资相匹配的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根据实地调查，目前我国贫困地区仍有大量
的儿童缺鞋穿。“两年只有一双鞋、与兄弟姐妹合穿
一双鞋、鞋穿得实在无法穿了才能有新鞋”的现象
比比皆是。据《2012 慈善蓝皮书》显示，中国捐赠
总量虽已达亿级，但在多个领域的捐赠结构中仍
存在失衡问题，许多需要得到社会资源的领域获
捐数量严重不足。因此，在捐助之前，是否能够做
好先期调查，确保受助人得到真正所需的关爱。
这样的公益，才是物尽其用的公益。 （艾 芳）

扶贫：

重点解决供需匹配

“给我们介绍一个保姆吧，只管负责照
顾好老人就成。”在北京市西城区月坛金助
友家政养老服务公司，前来找保姆的人络绎
不绝。

公司总经理王志强告诉记者，“现在农村
生活好了，年轻一代都有了文化，许多农村还
办起了工厂，人们都不愿意进城当保姆了。
招工越来越难，人们找保姆也越来越难了”。
王志强说，“要建立一支服务到位的家政队
伍，必须从技能和心理两方面着手”。10 多年
来，金助友公司平均每年登记输出为老服务
家政员工 2万多人。

家政服务非小事。王志强说，居家养老
仍然是我国老年人养老的最主要方式。从市
场看，保姆需求逐年递增，未来家政服务的
发展方向是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虽然北
京市的家政服务起步早、发展快，但目前却
面临着一个越来越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招工
难，而且从事家政服务的保姆年龄偏大、文
化素质不高，这与家政服务行业发展和居民
日益增长的需求极不适应。王志强说，“为老
家政服务是一项养老民生工程，需要更多的
支持和投入”。

开栏的话：

2012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94亿，占总人口的14.3%，

养老事业“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特征日益凸显。贫困、疾病、

失能、照料、精神关爱等诸多困难已经成为很多老年人正在面临的

问题。

党的十八大作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

业和产业”的战略部署。近年来，各地各部门也在不断出台新的政

策措施，积极推进老龄事业发展。与此同时，我国老龄事业仍存在发

展不平衡、保障水平比较低等问题。即日起，本报“社会民生”专版推

出“安心养老”系列报道，将通过梳理各地行之有效的做法及经验，为

养老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以进一步推动人口老龄化工作的进步。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以老年人为

本，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走出了一条

“小财政、大民生”的养老工作新路子。总

结起来，其经验可以概括为：

建立“四个”机制，推进养老工作创新

发展。“四个”机制中，领导协调机制提供组

织保障，政策保障机制推进政策创制，多元

化投入机制提供经费保障，绩效考评机制

确保工作成效，从而形成了“领导高度重

视、部门协调有力、政策保障完善、财政投

入多元、监督管理到位”的养老工作机制。

构建“五级”养老服务体系，充分发挥

自治区、市级养老机构的示范作用，大力发

展县级养老服务机构，实现乡镇敬老院全

覆盖，全面推进以五保村为载体的农村互

助养老机构建设，形成覆盖全区的养老服

务网络，初步实现了“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

务”的目标。

实施“四项”关爱工程，即边境地区老

年人生活保障工程、养老机构老年人关爱

工程、农村残障老年人康复工程、养老机构

“安全把手”工程，满足了农村老年人多层

次、多方面的基本生活需求。

搭建“一个”平台，充分发挥基层老年

协会在农村养老中的辐射作用，使农村老

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发挥了老年人在

参与社会管理和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刚刚进屯，记者就听到阵阵歌声，走过去
一看，原来是老年协会的老年山歌队在唱歌。

这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扶绥县渠
黎镇渠莳村那隆屯。挂着“村委会”和“老年
协会”两块牌子的办公楼前广场上，除了老年
山歌队正在活动外，老年协会的乐队也在练
习；广场一角，老奶奶跳着健美操，另一边，老
爷爷们玩着排球，还有老人在编竹筐、纺线织
布、练书法，孩子们则在其中跑来跑去⋯⋯好
一幅“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景象！

“农村的养老形势越来越严峻。以前是
‘一老一小’，青壮年人大都出去打工，村里留
下老人和孩子；现在是‘一老’，随着城市里对
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政策的倾斜，越来越多的人
把孩子带进城里，村里只留下老人。这些老人
需要物质上、生活上的帮扶，更需要精神上的
照顾，必须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生活
上有扶持，精神上有依靠。这就是老年协会的
作用。”自治区老龄办主任梁丽玲说。

在阳朔县福利镇枫林村老年协会办公室
的墙上，贴着老年协会的工作准则——“老有

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
乐、老有所为”。这些，也就是老年协会的全
部功能。

“以前没有协会，没有山歌队，农忙的时
候下地干活，农闲的时候没有事情做，就是三
五成群地坐在树下聊聊天，没什么意思。现
在加入协会，参加了合唱队，除了要练习外，
每个月我们还有演出呢！逢年过节，还有外
村来邀请我们去演出！”那隆屯老年山歌队
68岁的方显环奶奶告诉记者。

“我们的目标是把基层老年协会建成有
组织、有场地、有设施、有活动、有经费的示范
性基层群众组织，充分发挥其在农村养老服
务中的辐射作用。”自治区民政厅副厅长冯志
告诉记者。

“经费从哪儿来？”记者问。
“财力有限、投入不足与快速增长的养老

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影响和制约广西农村养老
工作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为此，广西立足
区情，积极拓宽资金筹措渠道，逐步形成了以
财政投入为主、彩票公益金和社会投入相结

合的多元化农村养老工作投入机制。”冯志
说，“我们叫做‘五个一点’——各地从实际出
发，普遍采取市县财政安排一点，乡镇支持一
点，村（居）委会帮助一点，社会捐助一点，协
会创收一点相结合的方式，确保基层老年协
会经费来源。”

“比如，我们协会的桌椅都是政府给的，
一旦哪家有红白喜事，需要租用，租金就成为
协会的活动经费。”渠黎镇碧髻村老年协会会
长方维先说。

实际上，当各级财政投入一定的资金帮助
老年协会启动后，外出打工的子女们看到父母
在家乡有组织、有依靠地生活，都愿意拿出一
些力所能及的资金支持老年协会的建设。

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创新农村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工作方案》，自治区每年都从福利
彩票公益金中安排 120 多万元，为全区基层
老年协会、敬老院、五保村赠阅老年读物。广
西各市、县（区）则纷纷出台扶持政策，落实配
套资金，进一步扶持基层老年协会发展。

养老不只是照顾老人的生活，更要关照

他们的精神世界，让他们老有所学、老有所
为。“基层老年协会在开展老年教育文体活
动、维护老年人权益、组织为老服务、老年互
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崇左市民政局局
长谭冠堂说。

在枫林村，哪家有什么邻里纠纷，老年协
会积极协调解决；村里的卫生，老人们随时监
督、随时收拾。梁丽玲告诉记者，“在临近的
几个村子，村民家里遇有丧事，一般都要花上
两三万元，互相攀比。而在枫林村，老年协会
承办，只需要四五千元，倡导了节约”。

为了丰富老人的精神世界，广西各老年
协会还组织老年人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活
动。“在学习中，老人思维开阔、精神活跃，觉
得自己对社会有用，有成就感，生活起来就会
觉得更有希望。”梁丽玲说。

据了解，截至 2012 年 10 月底，广西已登
记备案基层老年协会共 11129 个，城乡建会
率分别达到 80%和 68%。2012 至 2015 年，
自治区财政还将统筹安排资金 9000 万元，
建设示范性村级老年协会 3000个。

组织起来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陈 郁

很多人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
区食品生产加工环节“全面检测、全程监管、全
线追溯”质量监控体系的了解，是从一个馒头
开始的。

鄂尔多斯市杨金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牛亮告诉记者，“我们投资 2000万元，建
成了目前鄂尔多斯最大的现代化专业馒头生
产厂房”。3 月底的一天，记者在公司的参观
廊道看到，透明而封闭的车间内，工人们洗手
消毒后再经专职卫生员进行卫生清理，开始
了班前的设施、设备冲洗。牛亮介绍说，“每
一个车间都装有‘探头’，我们即使不在现场，
回到中控室依然可以看到一个馒头从起面、

成型、蒸制、包装、下线的全过程”。
中控室里能看到各个车间繁忙而有序的

画面，记者对这里生产的馒头的信赖感油然
而生。东胜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杨
永飞告诉记者，“‘金元馒头’是东胜区居民心
中的放心食品”。

“东胜区的放心食品可不只这一家。”在罕
台食品加工园区，杨永飞介绍说，2010年以来，
东胜区为确保食品从源头到终端的全程质量
安全，对分散在大街小巷、城市周边的食品加
工小作坊进行了全面清理整顿，不符合条件的
予以取缔，符合条件的迁移到食品加工园区，
进行统一规划、集中监管、集中检测，使食品加

工小作坊实现统一管理、统一标准、统一标识、
统一取证、统一品牌、统一检验、统一配送。

通过探头的回传，加工园区里生产馒头、
粉条、豆腐、面条、凉粉、卤制品的 83 户小作
坊的生产视频，全部清晰地呈现在食品安全
检验检测中心的大屏幕上。

走进一家米凉粉加工作坊，店老板刘霞
热情地邀请记者品尝。“没来食品加工园区的
时候重产量轻质量，现在倒过来了，重质量轻
产量。”刘霞说，不仅仅是觉悟在提高，标准化
的车间里都安有探头，一举一动都有人看着，
不想懈怠；园区里设有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中
心，隔三差五上门抽检，不能懈怠；东胜区发了

“便民消费监督卡”，不敢懈怠。原来，东胜区
委托一家信息公司为罕台食品园区每家食品
小作坊都配置了交易数据终端。食品小作坊
在购进食品原料时，由原料供应商使用“便民
消费监督卡”在食品小作坊的交易数据终端
上交易；零售商在食品园区购进食品原料
时，也使用“便民消费监督卡”在交易数据终
端上交易。同时，为东胜区居民免费发放

“便民消费卡”，在销售罕台食品的商场超市
也全部安装交易数据终端。这样，用过“便民
消费监督卡”，监管部门、食品生产者、食品销
售者和食品消费者就实现了食品生产从原料
采购、加工到产品流向的全过程电子追溯。

家政服务

需求大
本报记者 陈 颐

蒸馒头也要安探头
本报记者 陈 力

一条养老新路
陈 郁

右图：一位老人现场领取 GPS 定位仪。天津鹤童阿尔茨海默症协会为

126 名老人免费发放 GPS 定位仪。一旦老人走失，可以通过 GPS 定位中心

确定老人的确切位置，迅速将老人找到。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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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老人们在福州市鼓东街道庆城社区金太阳服

务站练习揉力球。福州市金太阳老年综合服务中心是一

家专门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居家养老”和“应急救助”的

非盈利性助老服务公益社团。2012 年，服务中心会员达

到 3 万多人，服务 4 万多次，建立社区服务站 86 个，拥有

医务、心理咨询、律师志愿者等 900多名。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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