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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中旬，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政策
有效衔接培训班在广西贵港市举行。培训
班结束后，贵港市将把精准扶贫建档立卡
50 分以下的贫困户，纳入最低生活保
障。至此，贵港市“困有所助，老有所
养；居有其屋，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乐
有所去”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群
众的幸福感越来越强。

困有所助 老有所养

家住贵港市港北区港城镇富岭村的陆
炎清一家，日子过得安静而踏实。平时，
60 岁的陆炎清负责耕种 9 分责任地，眼
睛一级残疾的妻子在家打理家务，两个孩
子都在学校读初中。9 分责任地的收成基
本能够维持一家人的口粮，其他日常开销
则来自政府每人每月 141 元的低保救助。
陆炎清告诉记者，如果没有政府的救助，
自己的生活真的不敢想象。

同在一个村里生活、今年 66 岁的陆
志全夫妇，属于政府家居分散供养的五保
户。6 年前，他们不曾想到，自己无儿无
女，现在却由政府养着、管着，“后半辈
子也就有了依靠，再也没啥可担心的了”。

记者从贵港市民政部门获悉，建市
20 年来，贵港市积极推进社会救助体制
建设，发挥社会救助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
作用，切实维护广大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
权益。2011 年至 2015 年，城市低保累计
发放救助资金 4.3 亿元，累计救助城市低
保对象 205.58 万人次；农村低保累计发
放救助资金 12.3 亿元，累计救助农村低
保对象 1425.58 万人次；五保供养累计支
出救助资金 3.2亿元。

社会救助资金投入不断加大，城乡居
民保障水平大幅提升，保障标准逐步提
高。城乡低保月人均保障标准分别提高了
60%和 130%，城市低保由月人均 250 元
提高到 400 元，农村低保由人均 100 元提
高到 230 元；五保集中、分散供养标准提
高了 100%，集中供养标准由每人每月
150 元提高到 300 元，分散供养标准由每
人每月 125元提高到 250元。

居有其屋 病有所医

“自从住进了廉租房，家就算安下
了，心也就安定下来了。”近日，在市区
和谐家园，记者见到肖桂秋，她开心地告
诉记者。

肖 秋 桂 是 一 名 环 卫 工 人 ， 月 收 入
1000 多元，她的丈夫是商包厂下岗职
工，平时在外面打零工，儿子刚刚大专毕
业，还有一个 70 多岁的婆婆需要赡养，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搬进廉租房之前，一
家人到处租房子，一年至少要搬两次家，
一家四口住在月租金两三百元的一间小房
子里面。

2007 年，贵港市开始建设保障性住
房。2012 年，肖秋桂一家搬进了和谐家
园廉租房。“房子面积 49 平方米，两房一
厅一厨一卫，又宽敞又明亮，租金还低，
每平方米仅 1.18 元，一个月算上物管也
就 80 多元。能住上这样的房子，一家人
都特别开心。”肖秋桂说。

记者从贵港市房管部门获悉，“十二
五”期间，贵港市共完成投资约 41.86 亿
元 ， 累 计 开 工 建 设 保 障 性 住 房 4.84 万
套。其中，公租房 （含廉租住房） 约 2.74
万 套 ， 各 类 棚 户 区 改 造 项 目 约 1.25 万
套，经济适用住房 0.44 万套；基本建成
2.44 万套，分配入住 1.95 万套。2007 年
以来，贵港市发放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约
2.22万户次，发放金额约 4431.5万元。

在农村，因病致贫也得到根本缓解。
解决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新农合，
2005 年在贵港市平南县试点，之后迅速
在全市铺开。截至 2015 年 6 月底，全市
参 合 农 民 441.47 万 人 ， 平 均 参 合 率
98.52%；2015 年，全市新农合参合农民
住院约 43万人次，住院总费用约 21.58亿
元；新农合基金补偿约 42.98 万人次，补
偿金额约 12.41 亿元，补偿比例 57.52%。
2015 年，新农合大病保险工作在贵港市
全面启动，实现新农合从扩大覆盖面向提
质增效迈进，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情况
得到进一步缓解。

学有所教 乐有所去

现在的陆炎清一家，两个儿女一个读
初二，一个读初三。陆炎清告诉记者，两
个孩子在读书期间都得到了学校照顾，每
个孩子每个学期减免伙食费 645 元，数目
不大，却解决了家庭的部分实际困难。港
北区民政局救助办主任王志英告诉陆炎清
夫妇，“不仅在孩子的义务教育阶段政府
减免学杂费，考上高中后，对于低保户等
困难家庭的孩子，学校也一律减免学杂
费，上大学还有免息贷款等优惠政策”。

听到这话，陆炎清夫妇高兴地笑了。
陆炎清告诉记者，儿子前段时间还说不想
考高中了，怕考上高中家里交不起学费。

“如今好了，政府对困难家庭这么照顾，
孩子的读书问题又解决了，真好！”

记者从贵港市教育部门了解到，“十
二五”期间，贵港市教育共投入 228 亿
元 ， 其 中 投 入 校 舍 类 建 设 资 金 19.7 亿

元，建设各类校舍 136 万平方米。同时，
进一步完善分档资助标准，确保建档立卡
贫困户子女实现 15 年免费教育，既免除
学杂费、书费，还有各项资助和贴补。学
有所教让百姓更加切身体会到幸福就在身
边，就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生活水平提高了，群众对幸福的追求
更高了，文化休闲因而成为迫切需要。

“十二五”期间，贵港市完成了市图书
馆、博物馆的建设，启动了市文化艺术中
心、桂平市太平天国金田起义遗址博物馆
等项目建设。大力实施村级公共服务中心
建设等文化惠民工程。截至 2015 年底，
已建成村级公共服务中心 452 个、乡镇文
化站 73 个、农家书屋 1134 个、数字农家
书屋 60 个，无线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达
95.86%，促进了公共文化均等化。全市
共有各类文化企业 1100 多家，规模以上
文化企业增加值 6517 万元，文化及相关
产业增加值实现 16.27 亿元，占全市 GDP
的 2.02%。

让 百 姓 幸 福 感 越 来 越 强
——广西贵港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张 思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
道：“2014 年全国学生体
质监测数据显示，小学生视
力低下检出率达45.7%，中
学生达 74.3%，高中生为
83.3%，大学生达 86.4%。”
在日前举行的“全国学生
视力健康宣教行”启动仪
式上，教育部体育卫生与
艺术教育司巡视员廖文
科说。

据介绍，学生近视发
生率只升不降，与学生负
担过重，过早接触电子产
品，长时间、近距离盯住
屏幕紧密相关。此外，一
些机构受经济利益驱使，
不断强化“重治轻防”观
念，也加剧了社会环境的
失衡，使得视力健康“透
支”现象广泛存在。

武汉是我国最早启动
学生近视防治工作的城市
之一。早在 2007年，武汉
市就成立了青少年视力低
下防治中心。2009 年，教
育部将武汉市确立为“全
国学生近视眼防控工作实
验区”，其探索的“政府主
导、专家指导、部门配合、
项目运作”的“武汉模式”
受到广泛关注。

“这一工作机制解决了政策的问责体系与决策
机制‘碎片化’问题，学生近视眼防控工作全面纳
入学校绩效考核，同时还设立了公益性专业技术服
务机构。”武汉市中小学生视力健康管理工作专家
委员会鲁本麟教授说。

在武汉市教育局指导下，武汉市的学生近视眼
防控工作健康服务已覆盖 1000 多所学校、近百万
学生。截至 2015 年底，武汉市已对 13624 个班级
实施了视觉环境监测，动态眼屈光分类检测累计达
120 多万人次，建立学生视力健康纸质和电子档案
60多万份。

从实际效果看，武汉学生视力健康管理取得了
可喜效果，不仅取得了“运作成本降低、防控科学
性增强、视力健康管理工作效率提升”三重效果，
而且形成了以学校为阵地，帮助学生改变不健康视
觉 生 活 方 式 的 健 康 促 进 与 管 理 体 系 。 据 统 计 ，
2010 年以来，武汉市中小学生视力低下发生率已
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

专家表示，“武汉模式”值得推广：采取健康
促进策略，将学生视力健康列入大公共卫生体
系，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从教育和社会公
众层面“增能”。目前，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绝大部
分是生理性近视，但我国现有眼科专业所关注的
重点是眼病，生理性近视眼并不属于眼病范畴。
为此，需要采取“视力健康管理”模式，扶持视
力健康管理服务业发展，以实现防控关口战略性
前移。

据悉，目前武汉市已发布了 《中小学生视力健
康管理指南》，实现了学生近视防治从“武汉模
式”向“武汉标准”的跨越。“健康中国战略是国
家战略，我们有信心打赢这场持久战。”武汉市中
小学生视力健康管理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文历
阳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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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视力低下发生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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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走进河北省顺平县民政事
业服务中心，何金水老人正在过生日。当
中心工作人员为老人戴上生日彩冠，点燃
生日蜡烛，切好生日蛋糕时，老人高兴得合
不上嘴，“好多年都没过上这么像回事儿的
生日啦”。

在顺平县，像何金水一样愉快地生活
在民政事业服务中心的老人不在少数——

“五院合一”改革，让老人们的生活质量得
到了极大提高。

顺平县地处太行山东麓，是革命老区，
全县有 60 岁以上老人约 4.6 万人，占全县
总人口的 15%。据该县民政局局长张宏杰
介绍，顺平县重点优抚对象多、五保对象
多。同时，原有敬老院、光荣院等民政事业

服务机构数量多、布点散、规模小，且分散
管理、独立运行，费用较高，给县财政造成
了很大压力。为彻底改变这种现状，解决
好养老问题，县里创造性地将光荣院、中心
敬老院、社会福利院、军休干服务中心、优
抚医院 5 个养老机构资源加以整合，建设
了占地 310 亩，庭院园林化、房间家居化、
设施现代化的“五院合一”民政事业服务中
心，成功解决了农村五保集中供养、孤老优
抚对象集中收养、社会孤老人员养老等
难题。

为使不同身份的服务对象和谐、融洽
地生活，使优抚老人有荣誉感，五保老人有
温暖感，社会老人有满足感，民政事业服务
中心实行“六统一”管理模式（统一管人、统
一管钱、统一管医、统一管安全、统一管思
想、统一管服务），为老人提供“五好”特色
化、亲情化优质服务，让老人住着舒心、起
居安心、生活开心。

生活照顾好。根据老人的特点，细心
照料日常饮食起居，保证老人营养均衡。
吴炳钊老人拉着记者，来到他的床边翻看

着床垫、床单等，一层层干干净净，铺叠
得整整齐齐。他说：“中心把我们照顾得
很好，我们挺舒服。”中心还细心地记录
下每个老人的生日，到了生日那一天，值
班院长、老寿星和三两个好友到小餐厅，
中心会特意准备好生日餐和蛋糕，简朴而
热闹地为老人过个生日。院长张恒说，他
2008 年来中心，记得最热闹的一次，正
赶上他带班，有 4 位老人一起过生日，4
个蛋糕一起摆上来，老人们都高兴得像孩
子一样，为此还专门编了一句顺口溜：有
儿有女比不了咱。

健康照料好。来中心的老人有些生活
能够自理，有些则需要半护理、全护理。中
心实行专人陪护、全天陪护。80 多岁的吕
希文老人患老年痴呆四五年了，中心安排
服务人员杜文龙专门护理，端水喂饭、擦身
洗脚⋯⋯细心的照料，无微不至的关怀，让
老人享受着舒适的生活，每天身上都干干
净净，没有得过一次褥疮。

文化生活开展好。虽然都是老年人，
但中心非常注重他们的文化需求，还帮助

他们培养这方面的兴趣爱好。每周组织一
次集中学习或活动，每月组织外出旅游，每
季举办娱乐活动，每逢中秋、重阳等节日，
还邀请一些文艺团队来演出。老人们感到
非常高兴。

亲情服务好。中心实行院长、党员
“一帮二”，普通职工“一帮一”帮扶活
动，培养老人们良好健康的生活习惯，还
帮他们及时解决各种困难。张恒说，刚到
中心，有的老人有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
比如随地吐痰、随地磕烟灰、扔烟头等，
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一次次纠正。就这
样，靠着大家的耐心，一点一滴的感染、
熏陶，老人们慢慢地养成了很好的卫生和
生活习惯。

居住环境好。中心建有活动室、棋牌
室、餐厅、多功能厅、洗衣房等服务设施，院
内还建有人工湖、凉亭、假山等人造景观，
栽植了多种观赏植物，每个楼层都有共享
空间，安装了健身器材，设置了图书角，满
足了老人娱乐、健身需求。

在服务中心多功能娱乐厅，记者看
到一套完整的电教系统正在调试安装。

“不仅要让老人们吃好、住好，还要让他
们玩好，精神生活更充实。”张恒介绍
说，今年中心除保留原有棋牌等传统娱
乐设施外，将增加更多的现代化设备。
同时，服务中心的老年大学也已筹办起
来，将针对入住老年人特点专门制定授
课计划，“老人们的精神生活将会更加丰
富”。

河北顺平县：

“五院合一”创新社会化养老模式
本报记者 雷汉发

四川省铁投集团捐赠 300 万元资金设立教育扶

贫爱心基金，通过贷款贴息和助学补助两种方式，资

助阿坝州金川县贫困学生。图为金川县沙尔乡中心

校的学生在课间享受免费加餐。 安 忻摄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广
西发挥全区低保核对大数据平台作用，实
现精准救助。平台运行两年来，共接受各
市县委托核对 154 万户、404 万人次（包括
新申请低保救助的对象），核对出 39 万与
个人财产收入申报不相符的疑似对象。经
县级民政部门再次入户核实认定后，通过
信息核对核实机制退出低保或挡在低保范
围之外的有 16 万人，做到了低保救助“逢
进必核”、在享救助对象定时核对。

为解决城乡低保审批过程中出现的骗
保、错保、人情保、关系保等问题，杜绝极少
数基层干部借低保审批管理吃拿卡要或贪
污受贿等违纪违法行为，编密织牢困难群
众救助的最后一道安全网，实现动态管理
下“应保尽保”和“应退尽退”，2014 年 6
月，广西民政厅建成了跨部门、多层次、信

息共享的全区低保核对大数据平台并正式
投入使用，成为全国继上海之后具备区、
市、县三级联网核对的省级低保核对大数
据平台。平台先后与自治区高级法院、公
安厅、人社厅、工商局、地税局、国税局、农
机局、畜牧水产兽医局和保监局、银监局等
10 个部门达成协议，实现了数据共享，同
时与 12 个市房产部门、14 个市公积金管
理部门签署了联网协议。该平台在经救助
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授权情况下，通过大
数据核对查询申请对象的婚姻、户籍、车
辆、农机、渔船、社会保险、商业保险、住房、
银行存款、个体工商户、纳税、公积金和涉
农补贴资金等家庭经济状况信息，重点核
查救助对象名下的“三子”（房子、车子、票
子），核对结果作为社会救助的审批依据，
大大提高了救助对象认定的精准度。

广西低保核对大数据平台实现精准救助

△ 经济适用房项目圆了低收入家庭的安居梦。图为贵港市东方

花园小区。 张 思摄

▽ 在廉租房小区入住

仪式上，住户高兴地拿到了

住房钥匙。

郑瑞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