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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扶老人侧身，用毛巾一点
点擦拭皮肤，再帮老人换上干净
的衣物，王庆的这套动作麻利娴
熟，躺在床上的老人连声夸好。

50 岁的王庆，是江苏镇江句
容市白兔镇幸福里养老综合服
务中心的一名护理员。 2019 年，
她的婆婆因脑溢血落下偏瘫。 如
何照顾失能老人？ 一开始，王庆
手忙脚乱。

“我个子小，不仅婆婆上厕
所扶不动，给她穿脱衣服时也经
常疼得她直叫， 在家康复那两
年， 效果并不理想。 ” 王庆说。
2021 年 3 月，她带婆婆住进镇里
的养老中心，既让婆婆得到专业
照料，自己也参加技能培训。

岗前培训时，王庆感到养老
护理并不简单。 比如给失能老人

穿衣服，要先穿偏瘫的手，脱衣
服时却要先脱好的手———这是
为了把宽松的力道留给老人身
体薄弱的一侧。“以前我完全不
了解，婆婆也无法准确地表达感
受和需求。 ”

培训结束后，养老中心的老
师傅又领着王庆实习了半年。
2021 年 9 月， 王庆迎来了一次
“大考”———养老护理员初级职
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

“考前，我与 50 多名学员一
起，在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再次接
受专业培训。 ”王庆说。

这次专业培训标准更高、要
求更严。“考试时，学员要一边做
护理动作， 一边口述知识要点。
专业培训会强化学员的熟练度，
更保障大家将养老护理知识理

解吃透。 ”王庆的授课老师韩青
介绍。

考取证书后，王庆成为一名
独当一面的养老护理员，不光给
婆婆服务，还和同事一起照料养
老中心的 20 名老人。

按照传统技能提升路径，王
庆要等 2 年以上才能考中级证
书，考上中级证书后，再过 2 年
才能考高级证书。 但镇江市专门
为这类紧缺人才培养开了绿
灯———“以赛代训”。 镇江市民政
局养老服务处处长陈正革介绍，
目前， 镇江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
口有 80 多万人， 养老护理员才
1500 多人，“以赛代训”是扩充人
才供给的有效渠道。

去年 9 月，王庆参加“以赛
代训”，系统学习了鼻饲照料、心

肺复苏、压疮护理等更专业的护
理内容，在句容市养老护理职业
技能竞赛中，她取得理论、实操
“双合格”，获得高级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 王庆说，自己从中感受
到了职业自豪感，打算在精进技
能的道路上继续努力。

在王庆的同事中，还有一名
90 后护理员许涵。她毕业于南京
医科大学康复治疗本科专业，除
了养老护理员高级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之外，还拥有初级康复治
疗士和初级社工资格证书。

“大学毕业后，我先在医院工
作，考取了初级康复治疗士证书，
随后转行到养老机构。 ”许涵说，
她在工作中发现， 老人不但需要
康复护理，更需要心理关爱，于是
又萌生了考社工证的想法。

“养老中心很支持我，不仅
免费培训，考取证书后，还发给
我一笔奖金。 ”现在，许涵已经

“一专多能”，既能缓解老人们的
肢体病痛， 还组织各种集体活
动，为老人们带来快乐。

“因证涨薪”，在镇江，获益
的不只许涵一人。 镇江市民政局
规定，对取得初级、中级、高级技
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养老护
理员，在养老护理岗位从事工作
满 2 年后，分别给予 500 至 5000
元的一次性岗位补贴。 对符合条
件的中专、大专、本科养老护理
从业人员，再给予 1 万元以上的
入职奖励。

“政策激励下，希望有越来越
多专业的年轻人加入养老行业。 ”
陈正革说。 （据《人民日报》）

江苏镇江：

多项措施增强养老护理员职业吸引力

抓组织领导
“一盘棋”统筹推进

一是找准“点”，高位谋划。 区
委、 区政府高度重视服务类社会
救助改革试点工作， 成立服务类
社会救助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
组，全面指导、协调、调度服务类
社会救助试点工作。印发《青云谱
区服务类社会救助改革创新试点
实施方案》，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社
会救助服务机构制度建立、 人员
经费保障等工作。 区民政局设立
试点工作办公室， 每周召开工作
例会统筹协调、推进落实。

二是连接“线”，协同推进。
构建区、乡镇（街道）、社区（村）
三级组织引领， 区级层面设立
“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联动
相关部门成立社会救助工作共
同体，区人社、教育、医保等单位
指派 1 名联络员，协调推动本单
位服务社会救助工作； 各乡镇
（街道） 便民中心设立社会救助
服务窗口，开通社会救助服务电
话，社区（村）配备社会救助服务
专干，开展服务需求认定、服务
链接开展以及档案管理和监督
考核等工作。

三是拓展“面”，兜牢保障。
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服
务”的模式，实施政府购买服务、
机构照料服务、 部门联动服务、

“党建+救助”服务、社工志愿服
务、邻里互助服务、慈善救济服
务七项具体措施为救助对象高
效提供生活照料、 健康护理、扶
智致富三大类服务项目，解决辖
区困难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面临
的迫切需求， 开展社会救助服
务，筑牢民生保障。

抓机制创新
“一口径”融合优化

一是救助资金“多元保障”
机制。 多方筹集社会救助服务资
金，除每年按政策从社会救助专
项资金中计提 2%的社会救助服
务资金外，区财政还安排“七彩
虹”帮扶专项资金 35 万元，区委
以社会组织服务困难群众为主
要内容，设立“红色创投基金”300
万元； 严格落实公开公示制度，
公示救助对象姓名、 救助类型、
发放金额等基本信息，接受社会
监督，确保政策透明，权利在阳
光下运行。

二是救助对象“主动发现”机
制。 充分发挥社区（村）社会救助
服务专干熟悉辖区群众基本情况
的优势，主动发现群众需求，主动
做好社会救助前期、 中期以及后
期服务，解决了部分孤寡老人、精
神智力残疾等群体在申请社会救
助时不懂不便的难题。试点以来，
通过救助对象主动发现机制，协

助 700 余名困难群众申请了社会
救助， 为社会救助对象主动链接
服务 1.5万余人次。

三是救助信息“高效畅通”机
制。 引入第三方服务机构， 围绕
“把任务分下去”，依托“互联网”
“大数据”和“1+N”平台，研发建
立全区社会救助信息系统， 开发
社会救助服务大数据分析与监测
平台，完善社会救助信息对接、项
目发布机制，打通供需两侧，有效
破解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信息
不畅、供求脱节等问题。

抓资源整合
“一张网”联动覆盖

一是供需对接突出“准”。 建
立社会救助对象、 社会救助需
求、社会供给主体三维一体的救
助清单机制，不断完善供需匹配
度，同时按照“以政府为主导、社
会力量为补充”的思路，丰富救
助内涵，辅以社会救助服务专干
链接服务职能，将各服务主体提
供的服务无缝对接，实现供需对
接清单化、 衔接联动一体化、服
务群众精准化。

二是夯实力量突出“干”。 健
全完善党建引领下， 以社区为平

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会工
作者为支撑、 以社区志愿者为辅
助、以社会慈善资源为补充的“五
社联动”服务机制。依托区级社会
救助中心，在全区设立 88 个社会
救助站； 引入 36 家公益社会组
织， 组建一支由 235 人组成的社
工服务队伍；社区（村）配备社会
救助服务专干 88 人，建立健全人
员服务网络，发挥专职社工、社区
工作者和志愿者等主体的独特优
势，形成服务合力，保障救助服务
的长期性与稳定性。

三是宣传引导突出“效”。 抓
好舆论引导，积极收集亮点工作
成效素材， 深入挖掘宣传主题，
综合运用报刊、电视、网络和自
媒体等多种手段，对试点工作的
工作进展、工作成效和典型经验
进行全方位宣传， 广泛动员机
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
积极参与，推动社会救助工作深
入人心。 目前，相关做法已被江
西日报、江西广播电视台等多家
媒体宣传报道。

抓品牌特色
“一条链”亮点纷呈

一是打造“党建＋帮扶”民生

品牌。 结合“民情家访”活动以及
城镇脱困解困中“党员结对帮扶”
工作要求， 开展党员与困难群众

“一对一”“多对一” 结对帮扶，将
服务困难群众活动与“党员活动
日”活动相结合，发动全区党员积
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每月到挂点社区深入困难群众家
中主动收集群众的困难需求不少
于 1次， 根据帮扶对象的实际需
求，从物资上救济、生活上关心、
思想上解惑等方面， 积极开展走
访慰问、送温暖、送政策等多种形
式的服务活动。

二是打造“输血＋造血”特色
品牌。 以提升救助对象造血能力
为目标，发挥“五社联动”优势，
打造“慈善小篷车”“近爱课堂”

“爸妈食堂”“积分超市”“爱心门
铃”5 个特色服务项目，开展社会
融入、能力提升、心理疏导等帮
扶活动，不断激发困难群众内生
动力。 同时依托社区内的社会组
织和社会工作人员主动链接慈
善资源开展社会公益项目，打造

“泊爱港湾”项目，为社区困难群
众开展“微光每月探视项目”“残
疾人串珠培训”“残疾人丝网花
培训”“微心愿” 等公益活动，落
实社会救助惠民政策。

三是打造“阳光＋救助”优质
品牌。 持续强化监督力度，实现
“阳光救助”“透明救助”，提升社
会救助公信力。以长期公示作为
监管手段，强化信息比对，实现
对服务救助工作质量的动态化
考核；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完善
工作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
充分调动基层干部干事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拓展外部
监督方式， 运用好“互联网+大
数据+纪检监察” 模式， 动员外
部监督力量，推动社会救助体系
健康发展。
（据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民政局）

江西南昌青云谱区：
综合救助体 绘就幸福“七彩虹”

”

近年来，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在成熟的“五社联动”
机制、特色的“七彩虹”帮扶工作和慈善救助品牌等

社会救助工作基础上，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以固根基、兜底线、
保民生为出发点，以为困难群众提供精准、高效、温暖、智慧的
社会救助服务为重点，试点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改革工作，全
面推行“物质 +服务”社会救助模式，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多元服务的社会救助新格局，服务类社会救助改革稳步推
进、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