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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民政系统

民政工作是民生之政、为民之政。
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基石，十年
来，我市不断完善社会救助政策体系，
在特困供养、支出型贫困、急难救助、供
养费核算等领域相继制定了一批全省
创新领先的政策文件，确保重病重残单
人施保、渐退期、探访关爱等制度落地
落实，以基本生活救助为主体、专项救
助为支撑、社会力量为补充的社会救助
制度框架基本成型。

智慧救助水平不断提升，多维识
贫、动态预警、智能研判等功能不断健
全，目前已实现17项救助“一件事”惠
民联办，归集12项以上办理结果形成

“幸福清单”，优化完善“幸福码”功能促
进政府、社会、企业“三端”资源向困难
群众“精准滴灌”，推动救助申请更便
捷、结果更清晰、服务更多元。社会救助
服务体系逐渐完善，2021年，在全省率先
出台指导意见加快“助联体”省级试点建
设，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全
域覆盖的社会救助服务体系基本成型，
困难群众救助通道更加透明通畅。

养老服务网络的快速布局,是我市
养老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注脚。十年
来，我市养老服务工作按照“保基本、促
均衡、强供给、优服务”思路，服务重点从
兜底为主转向兜底保障与多元普惠并
重，体系建设由发展型向共富型提升。

在居家服务模式上不断创新，打造
城乡普及、运行高效的老年人助餐体系，
将“吃饭难”纳入市政府民生实事，今年
订餐送餐服务覆盖80%的村（社区）。在
养老设施布局上不断优化，大幅提高机
构收住补贴，推动财政政策由“补砖头”
向“补人头”转变，低保失能老人综合补
贴每月最高达3500元，基本实现困难老
人“愿住尽住”。在服务供给制度上不断
迭代，以数字化改革为支点，促进养老服
务供需机制重塑，开发全省首个以需求
定供给的数字化养老服务支持系统，创
新推开“智能点单”“红绿双键”等一系列
居家养老个性化定制服务。

十年来，我市社会福利服务体系进
一步发展。推动市、区县两级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中心100%实体化运作，在乡镇
（街道）设立未保工作站、村（社区）配设
“儿童之家”，纵向搭建市、区县、乡镇（街
道）、村（社区）四级网络，建强上下联动、
齐抓共管的未保工作组织体系。打造

“常设+专业”的未保队伍，配备83名镇
级儿童督导员、1206名村级儿童主任，实
现乡镇（街道）、村（社区）百分百覆盖。

加强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发放标准提升至每月311元。

数字见证：十年来，我市分层分类
的大救助体系不断完善，在全省率先实
现低保标准市域统一，今年低保年标准
达到 1.2 万元以上。创建成为全国居家
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市，建成区
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 1182 个，基本养老服务网
络基本成型。孤困儿童全面纳入政府
保障体系，建成 260 家示范型儿童之
家。实施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累计
发放5.65亿元。

以民生底色映衬高质量发展成色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基本民生保障更加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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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民政系统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聚焦脱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积极履行基本民
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等职责，交出了一张高分答卷。

回首过去，市民政局连续16年被评为全省民政工作考核优秀单位，并在2019年3月被评为全国民政系统先进集体，智慧养
老、居家养老服务、社区治理、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等40余项国家级、省级试点落地见效，超百人次获市级以上表彰表扬，多
项指标居全省前列，整体工作迈上新台阶，湖州民政的美誉度、知名度持续提升。

展望未来，全市民政系统将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民政工作中心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宗
旨，一步一个脚印闯出新路子、展现新作为、迈出新步伐、彰显新担当，奋力谱写民政工作崭新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着力推进
专项社会行政事务工作方式朝着服务
型方向转变，推进改革创新，拓展公
共服务内容，从群众需求出发，规范
服务行为，提供优质公共服务。

在婚姻登记方面，我市高质量推
进婚姻登记机关场地标准化建设，持
续推进婚姻登记场地硬件设施提标升
级，预计今年底，全市5家县级婚姻
登记机关场所全部达到5A标准。高
起点深化婚俗改革，各婚姻登记机关
通过购买服务、公益创投、招募志愿
者等形式，建立了专业的婚姻家庭辅
导队伍，采取“线上线下”辅导模
式，开展婚前辅导、婚姻家庭关系调
适和离婚劝导等服务。以婚姻登记机
关为前沿阵地，倡导婚事新办、喜事
简办，同时积极推动结婚颁证服务，
各婚姻登记机关建立健全特邀颁证师
制度，根据工作实际，组织开展集体
颁证，弘扬和宣传绿色文明新风尚。

在殡葬管理方面，我市大力推进基本殡
葬公共服务，建立健全基本殡葬公共服务体
系，深化殡葬改革。推进公益性骨灰堂建
设，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示范引领推
进新时代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要
求，将在今年年底实现乡镇（街道）节地生
态安葬点全覆盖。推进农村集中治丧点建设，
各区县按照辖区内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设置
以乡镇（街道）或村（社区）为单位，建设集
中治丧场所，满足群众治丧需求。截至目前，
全市已建成集中治丧场所65个。

在区划地名管理方面，我市有序推进第
四轮行政区域界线联合检查工作，进一步深
化了毗邻地区平安边界建设。稳妥开展行政
区划调整工作，指导德清县、南浔区完成了
部分乡镇（街道）行政区划调整，助力城市
空间和生产布局优化。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扎实推进，建立了区县、市级地名文化遗
产保护目录，成功申报1个古镇、3个古村落
为省级千年古镇（古村落）地名文化遗产。
加大地名文化宣传力度，编纂出版《湖州市
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图集》《闾里记》《湖
舆镜源》等地名文化图书，拍摄了《古村荻
港》《德清若水》等地名文化微视频，湖州地
名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数字见证：十年来，我市民政数字化指
数加速攀升，“码上办”服务全领域覆盖。标
准化建设成果丰硕，发布 27 项市级地方标
准，参与6项省标、国标研制，建成民政全领
域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体系。殡葬改革有力深
化，节地生态安葬率达95%。国家3A级婚姻
登记机关场地实现“满堂红”，内地居民婚姻
登记实现省内通办。扎实推进数字地名建设，
基本建立了地名地址库，入库地址数据达160
万条以上，数字门牌应用有序推进。扎实做好
水库移民帮扶，促进移民群体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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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强化
基层治理，提升治理效能是全市民政
系统的一篇大文章。一直以来，我市
聚焦基层组织建设新要求，着手破解
社区“一老一小”服务体系、融合型
大社区大单元治理、社区工作者增量
提质等难点问题，领先推进现代社区
建设。

回望这十年，我市基层治理实现
高层次提升。治理质效不断提高，吴
兴区、德清县、安吉县分别创建为全
国街道服务管理创新实验区、全国社
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及全国农村
社区治理实验区。服务供给更加优
化，聚焦基层治理和社区发展所需，
推动城乡社区服务设施提档升级，实
现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目前已建成幸
福邻里中心 265 家、社会工作站 72
家、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1086家、
示范型儿童之家260家。

社会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
众的一座桥梁与一条纽带，这座桥梁
以血肉建成、这条纽带心心相连。

回望这十年，我市社会组织党的
建设得到全面加强，推动社会组织
健康发展。目前，全市已建成 12 个
社 会 组 织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省 级 示 范
点，实现市、区县两级全覆盖。动
态推进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
作“两个覆盖”，今年全市已建立社

会组织党组织289家，在册党员4872
名。政策扶持体系不断完善。先后出
台 《关于加快推进现代社会组织建设
的实施意见》《湖州市开展政府职能
向 社 会 组 织 转 移 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意
见》 等文件。

回望这十年，我市现代慈善实现
高水平跃进。慈善体系立体式发展，
全面形成市、区县、乡镇（街道）、村
（社区）四级慈善组织网络，目前已建
立 77 家镇级、1236 家村级慈善基金
（机构），贯通慈善工作“最后一公
里”。行善载体多形式拓展，慈善冠名
基金和定向捐赠保持向上态势，慈善
信托实现新突破，总规模近 1000 万
元。崇善氛围实体化打造，每年开展
中华慈善日暨九九公益日主题宣传，
与中华慈善总会达成合作，成立全国
首家慈善文化研学基地。

数字见证：十年来，我市共建共享
的城乡社区治理格局持续向好，建成幸
福邻里中心265家，打响“幸福邻里”品
牌，形成“乡贤参事会”“户主大会”等
典型经验。全市登记社会组织3364家，
备案社区社会组织1.3万家，每万人拥有
登记和备案社会组织数超全省平均水
平。拥有持证社会工作者1.6万名，每万
名从业人员社工占比居全省第一。募集
慈善资金14.87亿元，支出善款11.15亿
元，受益群众超50万人次。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