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架好民心桥，织牢兜底网，丽水民政部门不忘初心、攻坚克难——

情系民生 携手奔富

文/徐小骏 吴杭轩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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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五年来，我市民政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

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以深化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健全

体制机制为保障，全力推动新时代民政工作高质量发展。

民之所盼，施政所向。一直以来，为架好民心桥，织牢兜底网，

我市民政部门不忘初心、攻坚克难，聚焦保障特殊群体、回应群众关

切，在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卓有成

效，办成了一批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解民忧、聚民力的大事实

事，使更多的民生“红利”得到释放，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与

日俱增，一幅民生图景正渐次展开——

幸福颐养 品质养老

“感谢政府对我们老人家的关心，现
在生活比之前方便多了。”经过适老化改
造后，家住龙泉市住龙镇红星村西井自
然村 94 岁的老人范家明一个劲点赞道。
范家明家的变化得益于龙泉正在开展的
适老化改造工程。工作人员在充分尊重
老人意愿的基础上，对卫浴间进行了重
新装修，为其加装无障碍前倾上翻扶手、
洗澡椅，在地上铺设防滑垫。同时，还在
床前安装扶手、感应小夜灯，方便老人起
夜；在床头加装适老床头柜和适老椅，方
便老人收纳取物与休息。

龙泉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居家
改造一小步，幸福养老一大步。随着年
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生理机能也会逐步
退化，特别是高龄、失能、残疾老年人在
家中生活时容易出现摔倒等突发情况，
开展适老化改造工程，主要目的就是进
一步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近年来，我市始终把老有所养、老有
所乐作为养老服务工作的目标，高度重
视养老事业发展，逐步建立健全以居家
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
服务体系。其中在宏观上，2020 年以市
委、市政府名义出台《关于推进新时代民
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
出“推进‘大养老’体系建设，助力打造幸
福颐养标杆区”；2021 年，编制、发布《丽
水市民政事业“十四五”规划》，明确实施

“山区养老融合推进计划”“着眼建设居
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
具有丽水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在专
项上，发布实施《丽水市社会养老服务设
施布局专项规划（2019-2030 年）》，启动

《丽水市区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2021-2035）》编制，从源头上破解“原养
老机构布局不合理、对居家养老服务支
持不够大”的难题。

而为满足老年人多方面需求，让老年
人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我市还探
索构建了贯穿“城区、乡镇、农村”三级、
功能齐全、服务专业的养老服务设施网
络。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建成城乡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1842 个，实现城
乡社区服务全覆盖；累计建成乡镇（街
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176 个，实现乡镇

（街道）全覆盖；完成每个县（市、区）1 所
公办示范性养老机构建设，目前均已建
成运营，成为当地养老市场的标杆和引
领；建成社区嵌入式养老护理机构 25 家
⋯⋯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市还不断研
究创新政策，2018年和 2019年，分别在全
省率先以市政府名义出台《关于推进全
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护理机构建设和运营
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的实施意见》。2020 年，制定出台《丽
水市养老人才培养实施办法》，在养老人
才概念、专技职称评定、精英人才培养、
医护职业通道等多个方面实现创新突
破；2021年，组织起草全市首部养老领域
的地方性法规《丽水市居家养老服务条
例》，通过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健全居家
养老服务政策体系。

民生福祉 温暖民心

兜底精准保障，是守住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倾听困
难群众心声、解决困难群众难题的务实
举措。

“太感谢你们了，让我能顺利完成大
学梦！”就读于温州东方职业技术学院会
计专业的云和籍学生陈添歌，曾因姐姐

车祸重伤、父亲重病住院，家庭负担沉重
交不起学费，一度辍学在家。后来，她通
过云和“联连帮”平台申请了救助，所在
乡镇快速调查核实了她的信息，并马上
启动社会救助申请流程，不到半个月，一
万元的贫困大学生助学金顺利发放到她
手中，使她又可以重返校园。

近年来，我市民政部门紧扣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目标，以“大救助”体系建设为
抓手，精准救助、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筑
牢困难群众兜底保障防线。逐步完善救
助体制机制，不断提高低保标准，从 2016
年全市平均标准 569.35 元/月·人提高至
目 前 910 元/月·人 ，增 幅 59.83%。 其 中
2018 年 10 月，还以市政府名义出台调标
文件，将全市各县（市、区）低保标准和特
困人员供养标准统一提高至 700 元/月·
人和 1210 元/月·人，成为全省首个特困
人员供养标准全市同标的地级市。

同时不断完善政策，会同市财政局出
台《丽水市困难人员医疗救助办法》，统
一全市医疗救助制度流程和标准，首次
将孤困儿童、见义勇为者等纳入救助范
围，实现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将全
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与最低工资标
准脱钩，与全市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挂钩，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全市上年度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生 活 消 费 支 出 的 30%至
35%，使得低保标准调整更加科学合理。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
市民政部门不断强化儿童保障，每年调
整提高孤困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有
序推进“焕新乐园”“添翼计划”“明天计
划”“孤儿助学工程”等项目，目前已建成
示范型儿童之家 200家，实现乡镇（街道）
全覆盖，儿童之家建设运营经验在全省
会议上作交流，缙云和景宁在儿童之家
运营方面的经验做法得到省领导批示肯
定。

和谐自治“三社联动”

作为政府职能在社会领域的“毛细血
管”，基层社区、社会组织、社工队伍已成
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我市着力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促
进“三社联动”融合，助力全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为着力强化基层社会治理，提升基层
自治水平，我市民政部门会同市委组织
部指导各县（市、区）完成行政村规模调
整工作，涉及的景宁、云和、庆元、龙泉、
松阳、青田和南明山街道共减少 834个行
政 村 ，撤 并 率 30.6%。 同 时 ，指 导 各 县

（市、区）圆满完成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全
市“一肩挑”率达 98.5%；指导莲都区“阳
光票决制”入选第三批省级实验区和民
政部村级协商议事创新实验试点单位；
指导各地完成村规民约修订工作，目前

全市 1883个行政村均已实现村规民约应修订
尽修订，完成率 100%。

在加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上，我市全力
推进枢纽型、支持型社会组织建设，每年组织
举办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大赛，开展打击
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社会组织年检、

“双随机”抽查和等级评估工作，进一步激发
社会组织活力。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实
现社会组织党组织应建尽建和党的工作全覆
盖，截至目前，全市共登记社会组织 3371 家，
其中社会团体 2068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1293
家，基金会 10家。

在壮大社工人才队伍上，我市深入实施
社会工作人才“十百千”工程，举办社会工作
骨干人才培训班和社会工作领军人才实训项
目，开展两期“绿谷社工师”选拔活动，共评选
出精英社工师 9人，优秀社工师 20人，社工之
星 60 人；推进基层社工服务设施建设，全市
新建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 52个。

智慧养老 未来可期

不久前，“丽水居养 96345”综合服务平台
上架浙里办数字社会专区，该项目整合智慧
养老和 96345便民服务两大平台，可为老年人
提供“菜单式”多元养老服务。

据了解，“丽水居养 96345”综合服务平台
是集智慧养老、便民服务于一体的场景应用，
群众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在线查找或拨打热
线“96345”，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各类便民养老
服务。市民可通过浙里办搜索打开“丽水居养
96345”小程序，里面有养老服务、预约服务、志
愿服务、加盟服务等 6 个子应用。其中，预约
服务可提供养老服务、设备维修、水电维修等
十多项便民服务。该应用场景于去年 4 月正
式上线，9 月上架浙里办数字社会专区，平台
运行以来，已完成 1500余单养老服务，满意率
达 100%。

去年以来，借助数字化改革东风，我市各
地纷纷结合自身实际展开智慧养老平台探索
实践。除莲都“丽水居养 96345”综合服务平
台外，遂昌“一床一码一人智慧养老”多跨场
景应用实践利用“浙里养”系统，借助二维码、
大数据、智能设备等技术，建立了服务、监管
可追溯、可比对数据库，实现工作、服务各环
节数据化，实时精准掌握养老机构的详细数
据和服务质量；云和为解决养老行业护理人
员招聘难、留存难、培养难的问题，探索山区
养老护理员培育场景，实现养老护理人员职
业生涯“一件事”数字化管理，以数字化手段
实现供需对接与监管⋯⋯

正是这些智慧养老的探索实践，为我市
转变养老方式，提升服务可及性提供了新的
思路。

改 革 发 展 永 不 停 步 ，民 政 事 业 大 有 可
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市民政人还将
怀揣为民初心，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呵护着这
项温暖人心的事业，不断开创民政事业改革
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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