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风化雨润民生 一枝一叶总关情
全市民政系统

民生无小事，民意大于天。2021年，全市民政系统

以“省民政30条”“市民政28条”为指引，紧扣共同富裕

新使命，抢抓数字化改革新机遇，高质高效推进“七大行

动”，全力以赴惠民生、促治理、优服务。

一年来，我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每

人每月917元，累计支出低保金2.27亿元，发放特困

补助5035.56万元；实施临时救助4028人次，支出

临时救助金1324.90万元；线上推行至少17个

救助帮扶事项线上惠民联办，累计发放“幸福

清单”2.2万份；完成1690户困难老人适老

化改造，超额完成省定 1200 户任务目

标；全年支出慈善救助专项资金9000余

万元，惠及群众21.62万人次……一串

串跳跃的数字，是全市民政系统践行

“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理念留下的扎

实足迹。

初心，深刻铭记，不断践行；使

命，接续担当，奋力前行。2022年，

全市民政系统继续以全力保障和改善

民生为己任，让惠民阳光照进百姓的

心中，谱写出民生服务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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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走进德清县乾元镇幸福
村，“人人心怀慈善、人人参与慈善、人
人受惠慈善”的氛围扑面而来：邻里共
种慈善菜园，给老弱村民生活“添味”；
宣传公示慈善捐款，展现全村暖心善
举；沿路设立慈善标语，把慈善文化融
入细节……“早在2014年，村里就成
立了全市首个村级慈善分会，多年来，
我们始终以‘让幸福人过上幸福生活’
为目标，大力推进村级慈善基金建设，
广泛发动农户参与慈善活动，让慈善
基因根植群众心间。”该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蔡国忠说。

户户参与村域慈善建设的幸福
村，是我市加快推进基层慈善基金
（机构） 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我市慈善事业逐渐由传统慈善向现代
慈善加快过渡，基层慈善组织覆盖面
不断扩大、慈善基金持续增多，在扶
弱济困、恤病助残以及乡村基础设施
建设、环境整治美化等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据悉，去年我市已全面形成
四级慈善组织体系，建立77家镇级、
1210家村级慈善基金（机构），贯通
慈善工作“最后一公里”。

去年9月，由市民政局主办、市
慈善组织孵化基地承办的“中华慈善
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浙北米兰广场举
行。活动现场对22个优秀公益慈善项
目进行了集中展示，涉及未成年人关
爱保护、老年人公益服务等各个领
域，进一步增进了市民对我市公益慈
善事业的了解。

这是我市在实体化打造崇善氛围
过程中的生动一幕。近年来，我市积
极开展中华慈善日暨“99公益日”主
题宣传，加快推进慈善事业健康有序
发展。去年12月，市慈善总会与中华
慈善总会达成合作，全国率先成立中
华慈善总会慈善文化湖州研学基地。

“这意味着湖州研学基地将在中华慈
善总会指导下，立足地方，面向全
国，深入研究传播现代慈善文化，提
高慈善工作队伍政策理论素养、慈善
业务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不断推进

新时代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市民
政局相关负责人说。

此外，在多形式拓展行善载体
上，我市社会善意持续涌流，慈善冠
名基金和定向捐赠保持向上态势，去
年慈善信托规模近400万元。“指尖慈
善”势头强劲，“慈善一日捐”网络
捐款同比增长119%。慈善总会系统
公开募捐额 4.18 亿元，支出 2.3 亿
元。福彩全年销售6.45亿元，筹集公
益金1.9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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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慈善 打造实体化崇善氛围

一组组温暖人心的民生画面，勾

勒出的是全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向往；一个个铿锵有力的数据背后，

感受到的是全市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的脉搏频次。

2022 年是民政高质量发展“三年

行动”收官年，站在新的起点，湖州

民政人将谋划实施“三领”工程，跑

出民政事业发展“加速度”，增添幸福

民生“厚实度”。

新的一年，全市民政系统将以试

点带重点，创强精准保障示范市；以

需求定追求，优化幸福颐养服务链；

以大势促趋势，提升人人慈善参与度；

以联动抓推动，激发和谐自治新活力；

以数量化质量，升级暖心服务供给网

等，守好民生底线，强化兜底保障，体现

民生温度，全面提升湖州人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

“陈大爷，您用微信扫下这个
码，就可以随时查看您享受的救助
信息了。”近日，吴兴区织里镇上
林村村干部来到困难群众陈大爷家
中，为他送来纸质版的“幸福清
单”，并手把手教他如何用微信扫
上面的“幸福码”。“低保救助12
次，医疗救助1次，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救助12次……有了这个码，
心里就更踏实了。”查询后，陈大
爷笑着说。

“幸福码”是我市探索推进“助
联体”建设，打造智慧救助样本的重
要一环。去年以来，我市率先出台
社会救助服务联合体建设指导意见，
做到了标识名称、场地建设、功能设
置等“六个统一”，建成6家县级社会
救助联合服务中心，三级“助联体”基
本成型。同时，在线上推行至少17
个救助帮扶事项线上惠民联办，部门
审批事项联办完成率达100%，累计
发放“幸福清单”2.2万份。

救助是保障困难群众生活的
生命线。市民政局以精准和规范

为原则，确保救助更符合群众所期所需。
高效推进全省精准保障标杆区建设试点，
制定省内首个地市级社会救助家庭供养费
核算办法，进一步扩大相对困难救助覆盖
面。相继提高低保、特困供养、孤困儿
童、困难残疾人补贴标准，发放各类救助
补助资金4.26亿元。

在推行综合救助模式上，我市树立系统救
助理念，坚持多方协同联动、救助帮扶一体化，
打造“二次分配”与“三次分配”统筹衔接的新
打法，努力以最坚实兜底确保共富路上“一个
都不掉队”，去年共支出慈善救助专项资金
9000余万元，惠及群众21.62万人次。

南浔区构建的“六无六有”综合救助体
系，是我市社会救助体系探索出的新路径。
家住南浔区南浔镇联谊新村的董女士对此感
触颇深。今年41岁的她，遭受了近10年疾
病的折磨。丈夫为了照顾她，只能在外接零
工，收入也不太稳定。然而，“六无六有”综合
救助体系中的“病有助”为其撑起了保护伞，
去年董女士需自付医疗费1.88万元，享受医
疗救助报销 1.57 万元，“南浔专项医疗救
助”额外报销3000元，报销比例达99.5%。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助联体’作
用，形成政府主推、社会协调、多元合力的
协同作战格局，推动传统救助向‘线上＋线
下’‘物质＋服务’的联合救助迭代。”市民
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同时，持续推进救助
对象需求清单库和帮扶服务项目资源库智慧
融合，实现救助帮扶精准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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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了这个养老服务中心，
我们老年人下棋都有了好去处，每天
都过得很开心。”日前，位于吴兴区
朝阳街道朝阳社区的吴兴区智慧养老
服务中心，74岁的王大爷正和朋友在
象棋桌上“战”得酣畅淋漓。

作为一家集监管枢纽、体验中
心、展示平台为一体的综合性养老服
务中心，吴兴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是
我市首批居家养老服务综合体之一。
据了解，为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体
验高品质的养老服务，近年来，我市
打造全覆盖的养老服务设施网络，首
创区县综合型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形
成了具有湖州特色的“区县、镇街、

村社”三级居家养老服务格局。据
悉，截至去年底，全市累计建成4家
区县综合型、85家镇街示范型、988
家村社标准型养老服务中心。

在养老服务体系得到进一步健全
的同时，我市不断完善养老服务制
度。今年，市人大将《湖州市居家养
老服务条例》纳入一类立法项目，编
制发布养老服务发展“十四五”规
划。同时，我市首创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清单，创新“以需定补”“多劳多
得”项目化补助方式。推出老年人意
外伤害险2.0版本，不断提升群众知
晓率、获得感。

养老是提升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

的保障线。去年以来，我市聚焦经济
困难失能老年人家庭面临的养老困
境，针对80周岁以上的高龄困难老年
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失能老年人和

“三老”人员，持续推进适老化改
造，围绕如厕洗澡安全，室内行走便
利，居家环境改善等5方面功能，提
升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和居家生活品
质。据统计，全市累计完成改造1690
户，超额完成省定1200户任务目标。

安吉71岁的徐大伯因为部分失
能，需常年卧床休养。去年的适老化
改造让他老旧的房屋焕然一新：新装
的LED吸顶灯，新换的坐便器和可拆
卸马桶扶手，还有新配的沙发及电视
柜……所有变化都被老人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逢人便夸政府为他办了一
件大好事。

“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是湖州2021年度市政府十方面民生实
事项目之一，虽然项目服务的对象是
老人，但一名老人的背后是N个家
庭，关联的是共同富裕的实现及社会
稳定。”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市还开展了养老护理员精英选拔和
人才入库，每1万名老年人持证养老
护理员超过22人，进一步提升了养老
服务品质，托起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幸福颐养 托起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展 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