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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①① 图 为 玉 楚 高 速 绿 汁 江 大 桥 。

2022 年 8 月 26 日，云南玉溪至楚雄高速公路

全线通车运营，结束了云南省双柏县不通高

速公路的历史。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图图②② 在四川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天乡

路社区居民家中，家庭医生杨静（右）在询问

居民叶茂群的身体情况。

新华社记者 王 曦摄

图图③③ 游客在福建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

下党村参观游览。

新华社记者 周 义摄

康 养 服 务 进 社 区
本报记者 王胜强

家住河北省辛集市佳苑东区的张建彬老人，每天

雷打不动的一件事就是去悦年华护理院“打卡”。10 多

年前，因脑梗死后遗症，张建彬四肢僵硬且无法正常说

话，家人只能定期带他去医院进行康复治疗。自从社

区建了护理院，老人的“犯愁事”得到了解决。“我们在

家门口就可以接受专业的康养服务啦！”张建彬的老伴

高兴地说。

张建彬所在的朝阳南路社区居住人口较为密集，

有 10 多个老旧小区，附近还有 2 个城中村，公共卫

生、康复理疗、健康护理等需求较大。2021 年辛集

市投资 2700 余万元对社区卫生院进行改造，开始探

索“医疗服务+养老养生+健康管理”的新型社区养

老模式。“这里增设了 2000 余平方米的康复大厅，分

设运动治疗区、物理治疗区、平衡训练区等，引进了

吞咽语言治疗仪、脑中风治疗仪等先进的康复设备，

可同时满足 50 位居民的康养需求。”悦年华护理院院

长徐东说。

90 岁的李玉珂如今正“老有所乐”。记者在辛集

市九仁养老院见到他时，院长王明秀正推着轮椅

带他在小花园里晒太阳。“今天中午咱们吃饺

子，有猪肉大葱馅的、韭菜鸡蛋馅的⋯⋯”

王明秀给老人报着午餐食谱。

九仁养老院是辛集市按照五星

级 标 准 打 造 的 医 、 护 、 康 、 养 、

居结合的养老机构，全部采用

适 老 化 设 计 ， 实 现 “ 一 站

式”持续照护服务，同时采用智慧运营管理系统，在

养老服务中融入科技智能元素，运用“互联网+”开

展“云医一体”服务，为老人提供安心、舒适、优质

的养老生活环境。

王明秀从事养老服务业已有 10 多年，亲眼见证了

基层养老事业的快速发展。“最显著的变化是养老服务

标准体系建设。我们的养老机构星级评定标准不但对

标国标和行标，还在努力完善以期高于这些标准。”

近年来，辛集市不断健全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提供普惠型养老服务，发展互助性养老，目前建有养老

机构 15 家、床位 1621 张，入住老人 812 名。辛集市实

施养老服务提质增能工程，加快推进社区日间照料全

覆盖，现已建成社区日间照料站 35 家，为老年人提供

日间休息、社区出行接送、膳食供应、配餐送餐等生活

照料服务；对 120 余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居家

适老化改造，进一步提升居家养老服务品质；推动医养

结合，辛集市第一医院、第二医院、中医院以及 15 所乡

镇卫生院、344 所村卫生室全部与就近的养老机构建

立医疗帮扶关系，签约率达 100%。

“我们将进一步规范养老服务工作，提升养老服

务机构整体服务水平，创新社区养老服务模式，探索

市场化服务新模式、新机制，以提升养老机构标准

化、专业化、信息化建设水平为抓手，推动养老机

构服务质量持续改善，实现养老服务社会满意度

持续提升，持续增强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辛集市民政局局长闫军说。

织密基本民生保障安全网
本报记者 沈 慧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当物价上涨达到

启动条件时，及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

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编制实施 《“十四五”城

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推进智慧社区建

设；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

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为应对人口老

龄化提供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民

政部门凝神聚力兜底线、保稳定、促发展，民政

事业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就，有力服务了改革发

展稳定大局。

民生兜底保障更有力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

着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工作。

从国务院颁布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编织

了一张史上最完备的“8+1”社会救助制度体

系，到开通 3700 多个社会救助服务热线电话，

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再到完

善孤儿养治教康体系，为困境儿童、农村留守妇

女儿童提供制度化关爱服务⋯⋯近年来，各级民

政部门牢记初心使命，凝神聚力兜住兜牢基本民

生保障底线，各类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得到

有力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筑牢基本民生保障网，

在兜底脱贫攻坚方面，1936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纳入低保或特困供养范围，占全部脱贫人口的

19.6%；接续将符合条件的脱贫人口纳入低保或特

困供养，建成覆盖 6000 多万低收入人口的动态监

测信息平台，促进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年均纳入低保 5248.3

万人、纳入特困供养 524.2 万人、纳入临时救助

914 万人。截至 2021 年年底，全国城市和农村低

保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 711 元、每人每月

530 元，城乡特困人员供养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

年 12327.5 元和每人每年 9757.2 元，临时救助水平

达到每人每次 1155 元。

在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和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方面，全国养育孤儿 17.3 万人，集中和分散供养

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每人每月 1697.4 元和每人每

月 1257.2 元，31.4 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国

家保障范围，农村留守儿童全部纳入关爱服务体

系；残疾人两项补贴分别惠及 1194.1 万困难残疾

人和 1503.2 万重度残疾人；年均救助生活无着流

浪乞讨人员约 235 万人次。

基本社会服务更优化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

来，守护“最美夕阳红”成为各级民政部门的一项

重要职责。部署开展公办养老机构试点工作，

2013 年印发《关于开展公办养老机构改革试点工

作的通知》；建立健全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

年人补贴制度，2014 年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经济

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的通知》；加

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2017 年印发《关于加

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的意见》⋯⋯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确立

为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一系列政策举措密集出台，

托起了老年群体的幸福晚年。

今年 70 多岁的徐秋元家住江西省吉安市青

原区，因早年务工腰椎重度损伤，日常起居生活一

度受到很大影响。为让更多老人安享晚年，2018

年青原区民政局正式启动政府购买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工作，青原区智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应运

而生，不久后罗小娣成为该中心的一名助老员。

助洁、助行、助餐⋯⋯如今，罗小娣每天的工作就

是上门走访她负责的服务对象，并提供一些常规

服务，徐秋元便是罗小娣的服务对象之一。“现在

我家里有困难事，他们都会上门帮助，我做不了的

重活他们也会帮我做。”徐秋元说。

徐秋元的故事只是我国养老服务蓬勃发展的

一个缩影。2012 年至 2021 年，中央财政累计投

入 359 亿元支持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社区养老服

务基本覆盖城市社区和半数以上农村社区，居家

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

系持续健全。截至 2021 年年底，各类养老机构

和设施总数达 35.8 万个、床位 815.9 万张，床位

数比 2012 年增长 1.95 倍；高龄津贴、养老服务

补贴、护理补贴、综合补贴分别惠及 3246.6 万、

573.6 万、90.3 万、76.1 万老年人。与此同时，

经过多年推动，我国养老服务保障对象正从特困

老年人逐步拓展到经济困难的空巢、留守、失

能、残疾、高龄老年人等；服务保障内容从单一

的特困供养逐步拓展到面向所有老年人的基础

性、普惠性、兜底性服务，包括物质帮助、照护

服务和关爱服务等内容；服务保障方式从政府直

接创办养老机构转变为政府、社会、市场和家庭

共同参与、各尽其责。

优化提升基本社会服务，养老服务只是一方

面。10 年来，婚姻登记服务越来越规范，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全部实现婚姻登记全国联网审

查功能，婚姻登记工本费全面取消，婚姻登记诚信

体系逐步建立，弄虚作假等失信行为被纳入信用

体系；殡葬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国家相关规划

把基本殡葬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清单，中央财

政资金专项支持公益性殡葬设施建设，民政部会

同有关部门相继出台《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

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

业发展的指导意见》《重大突发事件遇难人员遗体

处置工作规程》等政策措施，并开展了殡葬领域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

基层社会治理更高效

在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光明路

街道的各村 （社区），经常能见到

这样的办公室：墙上“好商量”的标志和“有事

好商量、有话好好说”几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

这是专门为“好商量”议事会“量身打造”的。

曾经的光明路街道面临着乡村治理主体弱化、治

理对象多元等诸多难题，为将基层矛盾化解在基

层，光明路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自 2017 年起率先

在基层乡村成立“好商量”议事会。5 年来，一

间间议事室、一次次举牌、一声声同意，让修路

筑渠、土地流转、环境提升等诸多群众关心的事

得到了有效解决。截至目前，“好商量”议事协

商工作办法已在光明路街道各村 （社区） 普遍实

施，协商解决各类民生问题共计 2000 余件，基层

化解率达到 96%。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

度、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颁布实施慈善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政部门不断深化改革创新方

式方法，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新活力。

城乡社区治理服务水平持续提升。基层群众

自治组织体系不断完善，各地村（居）委会依法有

序开展换届选举，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实现全覆

盖，村（居）务公开和议事协商广泛推行。全国城

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达到 56.7 万个，城市社区实

现全覆盖，农村社区覆盖率达到 79.5%，社区服务

内容更加多样、社区生活更加方便快捷。400 万

名城乡社区工作者坚守基层阵地，在促进基层社

会和谐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组织积极作用有效发挥。民政部门全面

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

展。截至 2021 年年底，全国共登记社会组织 90.2

万个。完成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729 家全国

性行业协会商会和 69699 家地方行业协会商会如

期实现脱钩。依法严厉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

处置非法社会组织 1.8 万多家，整治“僵尸型”社会

组织 4.7 万多家。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 16.37 亿

元，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项目，直接受益人

数超 1283 万人。

慈善事业蓬勃发展。截至目前，全国登记认

定慈善组织超过 1 万家，全社会慈善捐赠年度总

额达 2000 亿元左右。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达

163 万人，全国建成乡镇（街道）社工站 2.1 万余

个，驻站社工 5 万余名。2012 年至 2021 年共发行

福 利 彩 票 1.86 万 亿 元 ，筹 集 福 利 彩 票 公 益 金

5408.21 亿元。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使命呼唤新作为。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广大民政工作者将再接再厉，以

大爱之心、爱民之心继续做好民生保障工作，不断

增进人民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