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成县依托“红社智库”智慧救助服务联合体，先后推出“为您安
个家”“关爱雏鹰，为爱起航”“我和幸福合个影”等 10 个公益项目

”完善帮扶模式———
运行机制从“人找政策”
变为“政策找人”

“多亏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找到

了我，不仅解决了我的生活困

难，也点燃了我对未来生活的希

望。”大■镇龙溪村谢先生说，他

妻子身患精神疾病，无法照顾孩

子。家中的两个孩子都还小，孩

子们的生活、教育支出都成了很

大的困难。从 2023年 8月开始，
他的家庭不仅每月可以领取

3105元的低保金，还可向医保局
申请二次医疗救助，生活压力一

下子就减轻了。

对谢先生的帮扶是文成县

早发现、早介入、早救助，“政策

找人”主动救助的一个缩影。低

收入家庭综合帮扶，一头连着公

共服务的民生里子，一头连着困

难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一项基础

性、兜底性的社会保障。

主动发现群众困难并及时给

予救助，是文成县健全完善困难

群众主动发现机制带来的变化。

文成县推行“微网格+微社工”的
帮扶模式，充分发挥网格员和社

工的作用，加大对困难群众的主

动发现力度，及时了解、掌握、核

实辖区内的村民家庭生活状况，

做到精准匹配帮扶政策。

“真是越来越方便了，用手

机打开‘浙里办’的综合帮扶在

线应用，帮扶政策都在手机里，

而且内容很全面，很容易看明

白……”文成县依托温州市低

收入家庭帮扶在线系统公布了

8 大类 70 小项的帮扶政策，群
众可线上了解与家庭相匹配的

帮扶政策，推动“人找政策”向

“政策找人”转变。

满足个性需求———
帮扶方式由“大众标准”
变为“个性定制”

去年以来，文成县以低收入

家庭综合帮扶集成改革为契机，

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发力，探索一

条“一人一帮扶方案”的精准帮

扶之路。

通过“助联体”帮扶阵地，文

成县持续对全来自低收入家庭、

疑似低收入家庭的 27102人进行
预警监测，全面摸清困难群众底

数；同时，运用专业知识，全面科

学评估群众情况，关注困难群众

的差异性、独特性需求，开展“定

制式”帮扶服务。

39岁的雷女士便是“私人定
制”帮扶对象中的一位。她和两

个孩子都是低保人员，虽然基本

生活有保障，但因为两个孩子都

在西坑畲族镇民族学校就读，希

望就近就业。让川民族村助联体

的负责人了解情况后，开始跟进

雷女士的个案帮扶工作，通过定

期走访、电话联系等方式逐渐与

她建立朋友关系，鼓励帮助她从

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改善生活

条件。

不到半年的时间，雷女士的

脸上有了笑容，不仅生活环境有

了明显改善，屋里屋外打理得井

然有序，还参加了“藓然·共富工

坊”微景观制作培训班。目前，她

通过参与“微景观”制作，每月可

增收 1000至 2000元，真正实现

了物质、精神生活“双提升”。

一年多的时间，文成县已建

成县级助联体 1个、乡镇助联体
17 个，村社助联体 244 个，形成
县、乡镇、村社三级帮扶网络，通

过线下排摸和公共数据线上共

享，动态完善困难群众“需求库”

和“资源库”，构建精准化、高效

化和智慧化的社会救助新模式，

全面提升困难群体社会救助帮

扶工作水平。截至目前，全县累

计为符合条件且有需求的困难

群众开展帮扶 4671人次。

深化多元助力———
共同致富从“点上盆景”
变成“面上风景”

去年以来，文成县联合 14
个相关部门，建立低收入家庭综

合帮扶集成改革工作专班，推动

困难群体救助帮扶工作合力。

文成县依托“红社智库”智

慧救助服务联合体，先后推出

“为您安个家”“关爱雏鹰，为爱

起航”“我和幸福合个影”等 10
个公益项目。公益项目是文成

县探索多元主体参与低收入家

庭综合帮扶的新方式、新尝试，

通过借助联创社工专业力量，

整合社会资源，组织爱心企业

发起的公益项目，计划以西坑

畲族镇、黄坦镇、巨屿镇等三个

乡镇为试点，分类分层开展专

业的帮扶服务。

公益项目为低收入家庭提

供生活帮扶、精神慰藉、社会融

入、能力提升、心理疏导等服务，

依托“助联体”推送“低收入家庭

综合帮扶在线”服务应用场景，

实行线上、线下同步进行，进一

步提升帮扶济困的专业化、精细

化、人性化。截至目前，培育慈善

社会组织 14家，打造了“鹤城大
姐”“畲大嫂”等社会组织品牌。

同时，当地引导红十字会、慈善

组织开通腾讯公益平台账号，发

布公开募捐项目 4个、互联网募
捐项目 3个。

公益项目启动后，文成县打

造 84 家“共富工坊”，提供公益
性岗位 593个，帮助低收入群众
实现家门口就业；创立中蜂折股

量化品牌，7772户低收入家庭的
结对签约率、认养率达到 100%，
户均年增收 320元；认真做好“幸
福码”延伸服务工作，开展老年

人、未成年人、残疾人走访探视、

照料、帮扶救助等活动 400 余
次，服务困难群众 12600余人次。

（据浙江省民政厅）

10
２０24．4.9 星期二 责编：皮磊 美编：段理

新闻 NEWS

浙江温州文成县：

深化“零距离”综合帮扶 托起困难家庭“幸福梦”

孤独症儿童，被称为“星星

的孩子”。联合国将每年的 4月 2
日定为“世界孤独症关注日”。

日前，中国残联深圳大学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残

疾人事业研究中心（以下简称

“中国残联深圳大学研究中心”）

龙岗创新实验基地在深圳市龙

岗区揭牌，标志着龙岗区探索创

新的特殊儿童“医康教”一体化

综合康复服务模式迈入新阶段。

孤独症康复被公认为是世

界难题。虽然目前对于孤独症

的治愈方法尚无定论，但医学

界已有一个共识———早筛查、

早诊断、早干预对孤独症儿童

十分重要。

2011 年，教育部修订《残疾
人随班就读工作管理方法》，明

确将“精神残疾”纳入其中，此

后公立学校的随班就读工作开

始向孤独症儿童开放。然而，在

现实生活中，孤独症儿童的求

学路上仍然横亘着一道“看不

见的墙”。

其实，学术界已形成普遍共

识：尊重儿童、接纳差异。研究发

现，同等水平下，在普通学校就

读的孤独症儿童学习表现、行为

控制和注意力都会比在特殊学

校的孤独症儿童更好，而且和融

合教育时间呈显著正相关。因

此，如何帮助孤独症儿童进入普

通学校学习，乃至应对正常社交

和学习挑战，也是近年来特殊教

育贯穿始终的目标。

针对特殊儿童数量出现逐

年大幅增长的趋势和特殊儿童

康复工作新的形势任务，2023年
10 月，深圳市出台了《深圳市孤
独症全程支持服务实施方案》，

为孤独症人群提供制度、康复、

教育、就业、家庭支持、社会融合

等全方位支持。

早在 2019年 10月，深圳龙
岗区残联就与北京中医药大学

深圳医院（龙岗）共同打造龙岗

区特殊儿童康复服务和教研基

地，对特殊儿童康复服务模式进

行了先行创新探索。

龙岗区残联相关负责人林

戈说，特殊儿童“医康教”一体化

综合康复服务模式，是将现代诊

疗技术、中医适宜技术、现代康

复、特殊教育、心理康复、行为干

预、社会康复、康复工程学等有

机结合，以现代康复为基础、中

医特色为优势、特殊教育为特

点，多学科、多领域团队协作促

进特殊儿童“生理、心理、社会”

全方位康复，达到一体化综合康

复目标。

在龙岗区特殊儿童康复服

务和教研基地，记者看到，大部

分教室的布置与常见的幼儿园

相差无几，而中医推拿针灸室和

摆放了多种医疗仪器的专门治

疗室等房间，都提示着这并不是

一所常见的康复机构。

“一站式”服务和“综合性”

干预是龙岗区“医康教”基地的

最大特色。据龙岗区残疾人

服务中心儿童康教部负责

人翁婷婷介绍，每位儿

童都有一个由医生、

康复治疗师、特教老师和社工组

成的康复小组负责，为其量身制

订“医康教”及家庭干预方案，并

实时动态跟踪掌握重点儿童的

学习、生活和社会适应情况，根

据各阶段的变化，方案也会适时

调整。

同时，基地还通过定期开展

系统和专业的家长培训等活动，

积极探索建立特殊儿童

家庭与基地协同促

进联合体，引导

家长全面参与

特殊儿童康

复教育过程。

截至目前，龙岗“医康教”基

地已服务特殊儿童 16.8万人次，
日服务量约 400人次。

中国残联深圳大学研究中

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中

心将依托龙岗创新实验基地提

供的大量实践案例和前期扎实

的研究基础，推进建立医院、康

复机构、学校、幼儿园的有效链

接，形成闭环式紧密衔接的“医

康教”特殊儿童综合康

复服务体系。

（据新华每日电讯）

为“星星的孩子”点亮前行的灯

还没有开口求助，救助红利就送上了门？ 每一户低收入家庭的
帮扶方案可以个性定制？ 低收入家庭想要致富，都有哪些途

径？ 近年来，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提升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为目标，以数字赋能为动力，推动低收入家庭综合
帮扶更富温度、更显贴心、更有共富味，真正成为人民群众舒心、暖心、
安心的幸福美好家园，为深入实施“八八战略”，以“两个先行”编密织牢
“兜底网”，筑牢共富坚实底座、厚植亮丽底色、增添自信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