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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类救助遍地开花

在宜都市，分散供养特困人

员江书益因摔跤导致面部肿胀、

流血不止，社工和志愿者送他住

院治疗，全程陪护并为他办理各

种手续。老人治愈后，他们陪老

人回家，并进行卫生大扫除。江

书益高兴地说：“我就像搬到一

个新房里住了。”

在谷城县，社工和志愿者们

走进独居老人家中，聆听他们的

故事，了解他们的需求。“我老伴

刚过世不久，我很想念她，谢谢

你们来看我，我很感动……”盛

康镇竹园街社区的钱爷爷说。

在麻城市，爱心护理员与几

位爱热闹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相约，到武汉市新洲区赶集，一

起逛街、吃美食。汪正全老人感

激地说：“你们隔三岔五为我们

做饭、搞卫生，照顾我们，带我们

赶集，有你们，我们再也不觉得

孤独！”

服务类救助遍地开花，让人

欣喜。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已有多地申报服务类救

助创新实践项目。十堰市去年推

进政府购买救助服务项目 13
个，投入服务类救助资金 1107
万元，今年计划投入不低于 1680

万元的服务类救助资金。黄石市

西塞山区实施社会救助“西塞零

距离”项目，以政府购买第三方

服务的方式，向部分困难家庭发

放不同档次的定额“爱心服务

券”，为困难家庭提供更有针对

性的服务性救助内容。

“受助者”转变为“助人者”

荆门市掇刀区低保户张某前

些年患重病，精神状态和身体状

况都很差。2022年 7月，掇刀区民
政局工作人员入户走访，发现张

某 4个月没出过门，整日以泪洗
面，有自杀倾向，第一时间将她纳

入“物质+服务”救助范围。

第三方机构立即安排心理

咨询师进行危机干预，通过 10
多次心理疏导，成功稳定了张某

的情绪。得到张某许可后，第三

方机构带她融入社会，邀请她参

与社区活动 11场，作为志愿者
维护活动秩序，她都能完成任

务。渐渐地，张某脸上有了笑容，

能与人侃侃而谈。

掇刀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他们为城乡低保、临时救

助、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病患者

和重度残疾人，分散供养特困人

员、慈善帮扶对象和日常走访摸

排的特殊困难对象，提供照料护

理、康复训练、送医陪护、社会融

入、能力提升、心理疏导、资源链

接等多类关爱服务内容。

同时，该局把 1600多名困难
对象的信息录入“民政救助情暖

万家”智慧服务平台，困难对象

有需求，第三方机构在平台发布

志愿服务任务，志愿者“接单”，

完成任务可获得积分。“我们引

导困难群众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获得的积分可以到辖区 6家‘连
心超市’以优惠价兑换物资，缓

解生活压力。”该负责人说，张某

就参加了志愿服务活动，累计获

得 3650分，置换生活物资价值
3600余元。

目前，掇刀区民政局已引导

244名困难对象参与志愿服务活
动，兑换生活物资 23万余元，不
少困难对象从“受助者”变为“助

人者”。

让社会救助
更有力度更有温度

尽管全省服务类救助取得

了长足发展和进步，但服务类救

助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

然比较突出，服务供给仍难以满

足困难群众对服务类社会救助

的需求，服务类救助的内容、标

准、方式和运行机制有待进一步

规范。

据了解，湖北省民政厅、省

财政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

规范和加强服务类社会救助工

作的通知》要求，从今年起，服务

类救助支出应不低于政府购买

社会救助服务经费的 60%，不超
过上年度本地困难群众救助资

金总支出的 5%。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民政局去

年用于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的

资金是 110万元，占上年度本地
困难群众救助资金总支出的 2%，
今年增长到 300万元，占比 5%。
去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公布第九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务综合标准化试点项目，荆门市

掇刀区社会救助工作标准化试点

“榜上有名”。今年初，掇刀区已启

动这项工作。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将有利于提升社会救助工作服务

质量、规范化水平和专业化发展，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有效和可持

续的社会救助体系，让社会救助

更有力度、更有温度。

（据《湖北日报》）

湖北：用心用情、入细入微服务困难群众
让幸福生活触手可及

下班后，刘伟海像往常一样

来到幸福家园老年公寓。推门而

入，阳光照进房间，洒在地面上，

他的父亲正躺在床上，见他来，

转头望向门口，露出笑容。

“在护理员的精心照护下，

短短 3个多月时间，父亲的脸色
已经变得红润了。”刘伟海深深

舒了一口气。“悬在心里的石头，

可算落下了。”刘伟海说。

刘伟海家住山东省滨州市

惠民县孙武街道付家村。几年

前，他的家人接连患病。为了给

家人治病，他花光了积蓄。“后

来，民政部门帮助我们办理了

农村低保，还进行了大病救助。

可父亲年迈需要人照顾。”刘伟

海皱了眉，他不能外出打工赚

钱，这让原本困难的家庭压力

更大了。

就在这时，孙武街道工作人

员找上了门，这让刘伟海很惊

讶。“他们告诉我，可以领取一笔

政府救助金，可我并没有主动申

请过。”刘伟海说。

没有申请，当地如何发现

这个家庭的困难？“过去是‘人

找政策’，现在是‘政策找人’。”

山东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处长

邢洪锐说。“我们在全省范围内

建立了以‘救助政策主动告知、

救助对象主动发现、救助信息

主动公开’为主要内容的‘三主

动’工作机制，依托省级低收入

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高标

准建成了覆盖 12 个救助职能
部门、48 类信息的社会救助对
象主题库，定期开展跨部门数

据比对，利用该平台对低收入

群体进行动态监测，确保困难

群众早发现、早救助、早帮扶。”

邢洪锐介绍。

“我们通过省级低收入人口

动态监测信息平台监测到刘伟

海家庭情况后，第一时间将信息

下发至街道，他们立即组织工作

人员按程序实地走访核实。”惠

民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景乐

军说。

按照以前，申请人得前往相

关部门和银行开具各类证明材

料。可这次，刘伟海却一趟都不

用跑了。

原来，山东省推行社会救助

申请全流程网上办理，对符合低

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条件的

困难群众，申请社会救助时只需

授权民政部门代为查询信息。通

过核对系统自动获取各政府部

门和金融机构的数据，判断申请

人家庭是否符合政策要求，免去

了申请人前往各政府部门和银

行开具各类证明的环节。

“省里下放社会救助审核确

认权限，压缩办理时限，我们启

动了临时救助程序，简化流程提

速审批。核实后，只用了一天时

间，就将临时救助金发放到了该

家庭。”景乐军说。

发现是第一步，要让有需要

的群众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还

得持续提升救助水平。山东省引

导各地从“兜底保障”向“物质+
服务”转变，在保障好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的基础上，以困难群众

的需求为导向，整合政府和社会

资源，支持鼓励社会组织、社会

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等多元社会

力量参与困难群众救助服务。

“我们借势而为，开展了‘情

暖夕阳’低保失能老年人关爱项

目，让政府救助和慈善救助有效

衔接，按照能力评估结果，分类

列出适老化改造的详单和照护

服务的清单，精准掌握低保失能

老年人服务需求，开展居家照护

和集中托养两种照护模式。”景

乐军介绍。

“刘伟海希望打工赚钱，于

是，我们帮他就近联系了公交公

司；后来，按照自愿申请的原则，

刘伟海的父亲入住了幸福家园

老年公寓，由专业护理员来照

护，解决了无人照看的后顾之

忧。”景乐军说。

惠民县社会救助工作是山

东省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全

省服务类救助受益群体从分散

供养特困人员逐步向低保家庭

中有需要的失能老年人、残疾人

等群体拓展，29.5万名困难群众
享受到政府购买的照料服务。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和衣食冷暖，是保障基本

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

稳定的兜底性、基础性制度安

排。我们将不断提升救助政策的

温度，继续履行好社会救助兜底

保障的职责，不断深化社会救助

综合改革创新，实实在在做到帮

群众解难题、为群众增福祉、让

群众享公平，将全省民生保障网

织得越来越密实。”山东省民政

厅党组书记、厅长庄严说。

（据《人民日报》）

山东：主动发现困难群众 精准施策优化服务

每到春茶采摘季，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渔洋关镇大房坪社区低保户向家军就发愁。因

为他和妻子都是重度残疾人，无法采摘茶叶。他们想请人帮忙采摘，但茶农们都忙着采摘自己

家的茶叶，总是请不到人，只能看着鲜嫩的茶叶白白浪费。

后来，十多位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来到他家茶园，仅用一天就帮他采完了茶叶。“你们经常

来看我，帮我买东西、搞卫生，没想到还主动帮我家采茶，忙活了一整天，工钱都不要。”向家军

感激地说。

湖北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说，这是用心用情、入细入微服务困难群众的鲜活事例，各地为

困难群众提供的生活帮扶、就医陪护、精神慰藉等服务，让困难群众幸福生活触手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