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 12日，临近午饭时间，
记者来到折龙达社区，走近爱心

厨房，便闻到一股饭菜的飘香，

掀帘一看，厨房里热气腾腾，社

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正在切肉、

炒菜、装盘……大家配合默契，

为社区老人的午饭忙碌着。

记者了解到，折龙达社区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有 85 人，且
大多为独居、孤寡、行动不便的

老人，日常工作中，社区除了定

期上门照料老人生活起居，组织

节假日团聚、慰问，还有个事情

一直让社区放心不下，那就是这

些老人的一日三餐怎么解决的

问题。

“以前，在走访入户时，我们

碰到过一些老人出去买菜，他们

有的拄着拐杖，小心翼翼地行走

在巷道里，步履维艰，尤其是遇

到雨雪天气，我们更担心老人的

安全。而且在上门服务中，我们

还发现一些老人吃得特别简单，

有的甚至煮一餐，吃一天。”折龙

达社区党支部书记白玛拉毛感

慨道。

为彻底解决问题，白玛拉毛

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服

务队一起商量后决定在社区办

一个爱心厨房。“当时，大家都建

议，收拾出来一间房，打造一个

服务社区群众的爱心厨房，说干

就干，我们当即就开始了筹备工

作。”白玛拉毛说。

据白玛拉毛介绍，2023 年 9
月，社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

依托，积极探索爱老敬老服务新

途径，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

和指导下，利用北京市密云区果

园街道结对帮扶的 5 万元资金
建起爱心厨房，为辖区老年人提

供免费就餐和送餐到家服务，不

仅使社区服务功能趋于完善，更

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让老人

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今年 83岁的泽代是社区的
一名孤寡老人，因为身体原因，

她自己不能做饭。自从社区开了

爱心厨房，泽代老人每天准时来

打饭。“自己身体不太好，平时吃

饭只能凑合，去年，社区爱心厨

房开始提供免费饭菜，社区离我

家也不远，到了饭点过来就能吃

上热乎乎的饭菜，解决了吃饭的

大难题，感谢党、感谢政府还有

社区的付出。”老人激动地说。

离开饭香四溢的厨房，在社

区另一侧的照片墙上，贴着许多

孩子在社区托管教室的日常照

片，从他们可爱天真的灿烂笑容

里，可以看出孩子无比快乐与满

足，这些美好的瞬间，不仅是孩

子成长的见证，也折射出社区对

他们的体贴关照。

木质小课桌和彩色板凳整

齐排列，靠墙的书柜上摆满了各

类课外书籍，窗台上面形态各

异、色彩斑斓的小玩偶则是孩子

学习玩耍时的最佳陪伴……走

进托管教室，眼前的场景温馨又

充满童真。

刚刚为孩子辅导完功课的

社区工作人员才仁求措告诉记

者：“辖区里有些孩子的父母文

化程度不高，没办法给孩子辅导

功课。另外，每逢虫草采挖季还

有一些留守儿童需要照顾。所

以，这些孩子放学后就会到这

来，现在正值寒假，过年期间我

们照常轮班值守，不管什么时

候，只要有孩子过来，我们一定

会照顾好他们。”

作为辖区未成年人临时的

“家”，托管教室每周一至周五课

余时间及节假日期间都有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 24 小时轮班值
守，这里是孩子安心学习的场

所，也是课余时间阅读、休息和

玩耍的小乐园。

“我很喜欢来这里在老师陪

伴下写作业，在这里我可以阅读

很多课外书，也学习到了很多新

知识，而且还能和小朋友一起做

手工，太开心了。”玉树州红旗小

学二年级学生普措卓玛结束了

上午的学习和玩耍，正准备跟老

师去餐厅和社区的爷爷奶奶一

起吃爱心午餐。

“一老一小”，一个连着“夕

阳”，一个连着“朝阳”，为了能够

让爱心厨房和托管教室持续良

好运行，折龙达社区工作人员轮

班参与到爱心厨房和托管教室

的服务工作中，社区 30余名志
愿者也自愿承担着厨房勤杂工

作及孩子们的课业辅导、生活照

料等工作，采购、制餐、清洗，领

读、背诵、解题……不管是“体力

劳动”还是“脑力思考”，他们用

心用情用力守护辖区老小的“朝

夕与美好”，绘就人民幸福“最暖

底色”。 （据《青海日报》）

”
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结古街道，有这样一

个幸福社区———折龙达社区，群众遇到“急难愁盼”，

一定最先想到找社区帮助解决，社区在服务辖区“一老一小”

上更是贴心周到，让社区真正成了为群众排忧解难、“遮风避

雨”的温暖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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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龙达：呵护“一老一小” 托起“朝夕美好”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 2024 年
全省民政工作会议上获悉，在全

国民政重点工作综合评估中，江

苏再获优秀等次，11个评估项目
中有 10项获通报表扬，取得历
史最好成绩。

江苏省民政厅厅长谢晓军表

示，新的一年，全省民政系统将紧

扣增进民生福祉，组织实施“幸福

民政 365工程”，即聚力“惠民生”
“优服务”“助发展”，打造“苏扶助

困”“苏适养老”“苏童成长”等六

大品牌，实施五大赋能举措，推动

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惠民生
“苏扶助困”分层分类

记者获悉，本轮机构改革

后，民政部门履职更加聚焦、空

间更加广阔、要求更加严格，将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履行兜底、

统筹和服务保障职责。

“应保尽保、应救尽救”，是

“惠民生”的基础。南京探索的“现

时现地”临时救助模式初见成效。

今年 64岁的李华，多年前和妻子
从老家邳州到南京从事保洁工

作，儿子、儿媳先后因意外去世

后，老两口抚养孙子孙女。去年，

孙子患重病，手术费 34万元，家
庭生活陷入困境。李华一家居住

地———南京市秦淮区民政部门得

知情况后，主动到医院慰问。

“他们户籍在徐州，全家已

纳入低保，我们秦淮区主动出具

说明，以便他们及时获得低保户

医疗救助。”秦淮区民政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鉴于李华一家目前

在南京生活，且在此期间遇到突

发困难，属于“急难型”困难家

庭，根据该区最新出台的救助政

策，他们可享有与当地市民同等

的临时救助待遇。

目前，全省共保障城乡低保

对象 64.6万人、城乡特困人员 20
万人，低保平均标准每人每月

847元。除低保外，去年全省开展
临时救助达 16万人次，帮助困
难群众解了燃眉之急。

今年，江苏省将全力打造

“苏扶助困”品牌，“简”程序、

“快”响应、“准”对象、“暖”服务、

“缓”退出是其主要特点，分层分

类，更加注重覆盖人群的全面

性、对象识别的精准性、救助标

准的科学性、帮扶助困的及时

性、申请救助的便捷性、政策执

行的实效性等方面。

各地将完善“一事一议”制

度，巩固低保兜底保障成果。根

据本地经济发展状况，各地将完

善支出型临时救助财产条件。此

外，今年各地还将制定加强低收

入人口动态监测的实施意见，完

善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

台；采用“线上+线下”方式，常态
化开展监测预警，提高救助时效

性、针对性和精准度。

优服务
托起“一老一小”稳稳的幸福

临近春节，南京雨花台区鹤

颜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常

艳艳十分忙碌。她和社工伙伴一

起，为高龄独居困难老人挨家挨

户送春联送福字。“最近走访了 4
个社区 48户，我们特别关注老
人春节期间的生活起居，看到困

难要及时上报，确保服务对象过

一个温暖安心的春节。”常艳艳

介绍。该中心落地雨花街道已有

10 年，累计服务老人 3 万多人
次，探索出社区养老“心灵茶吧”

模式，让特殊困难老人多一份依

靠，在精神关爱上做出了特色。

分类开展特殊困难老人常

态化探访关爱，是打造“苏适养

老”服务品牌的重要内容。今年，

各地将完善上门服务项目清单

和服务流程，规范老年人能力评

估，加强政府购买居家上门服务

全流程监管；聚焦做优社区养老

服务，开展“舒心助餐”专项行

动；改造提升 500个城市社区助

餐点和 1000个示范性乡村互助
养老睦邻点。此外，到 2024年年
底，全省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

比要达到 69%。
为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

设，全省将开展老年人运用智能

技术专项普及培训 50万人次，举
办“老年达人”运用智能技术大

赛，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近日，南京大厂街道儿童寒

假冬令营顺利结营，妙趣横生的

剪纸、手工“龙灯”制作、作家与

孩子共读《故宫寻宝记》、走进动

物园开展研学……5 天冬令营，
10场趣味活动，小营员们收获了
知识和勇气，他们自信阳光的笑

容让这个冬日暖意融融。

新的一年，江苏省将打造“苏

童成长”服务品牌，实施“优化提

质全链条、四色管理全覆盖、服务

保障全过程、社工助力全领域、协

同关爱全方位”机制，促进儿童全

面发展。今年，江苏省还将启动农

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

质量提升三年行动，实施“主动发

现、精准识别、需求评估、多元服

务”的全过程保障。

助发展
汇智聚力服务千家万户

目前，全省有社会组织 7.6

万个，去年提供就业岗位 9 万
个；全省登记认定慈善组织 817
家、总资产 292亿元。社会组织
已成为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的

生力军。

为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向经

济建设主战场、社会治理第一

线、公益慈善最前沿汇智聚力，

今年江苏省将打造“苏社有为”

“苏慈大爱”“苏服万家”品牌，实

施社会组织培优行动、公益慈善

促进行动、专项事务便民行动，

促进民政服务面向千家万户。

其中，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攻

坚行动要求，苏南、苏中、苏北社

会组织等级评估率均值要分别

达到 52%、47%和 42%以上，并持
续打击整治非法组织，规范清理

“僵尸型”社会组织；推进社会组

织参与对口支援协作和助力乡

村振兴，参与促进稳岗就业。

在实施专项事务便民行动

中，各地将健全“省—市—县—基

层服务点”四位一体的救助寻亲

服务网络；开展“夏季送清凉”“寒

冬送温暖”专项行动；持续开展

“残疾人两项补贴规范化管理、精

准化发放三年行动”和“精康融合

行动”；打造 100个精神障碍社区
康复服务示范点；建立康复辅助

器具社区租赁服务体系。

（据《新华日报》）

江苏推出“幸福民政365工程”

让民政服务对象获得感成色更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