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置顶“民声”惠民生
市民政局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

2024年，湖州民政系统以促进

共同富裕为主攻方向，把群众关切作

为“晴雨表”，把群众满意作为“度

量衡”，厚植为民情怀，深化改革创

新，置顶“民声”惠民生，绘就民政

事业发展精彩画卷。

这是砥砺奋进的一年。全国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培训班、全国儿

童福利机构社会工作服务能力提升培训

班等重大活动在湖举办；一集体、一个

人荣获全国民政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民

政系统劳动模范；“浙里康养”满意度

调查连续两年位列全省第一。

这是改革创新的一年。老年助

餐、“乡村著名行动”做法入选民政

部典型案例并推广；盘活基层医康养

资源获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肯定；居

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验收获民政部“优秀”等次，社会救

助“扩围”改革获评全省创新案例，

服务类救助入选全国创新案例；牵头

研制的《节地生态安葬服务指南》国

家标准正式发布实施。

这是民生改善的一年。全市城乡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至每人每

月1145元；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

保障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1950元；

机构孤儿和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标

准分别提高至每人每月 2730 元、

2184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

提高至每人每月344元。老年人助餐

达580万人次；以旧换新适老化改造

4133户；完成善居工程1596户。

站在时间的坐标上回望，一项项

民生暖政、一条条惠民举措，把温暖

送到百姓身边，也将人民群众基本生

活兜底保障网织得更密、编得更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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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途回望千山远，前路放眼万
木春。

新的一年，市民政局将紧扣加强普
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主线，
对标“两个着力”，以健全“四个体
系”为改革重点，争当全域民政事业高
水平均衡发展领跑者。

深化以“民生补缺”为导向的政策
制度体系改革，协调专项救助向低收入
扩面对象延伸，加强中度失能老年人照
护支持，制定养老服务人才、“1+5+
N”精康服务体系支持政策。

深化以“精准补短”为导向的服务
保障体系改革，大抓高质量项目、高效
能服务和高素质队伍，推进“两院一
站”建设、推出长三角旅居养老标志性
项目，改造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设施 70
个，新增专职居家养老护理员300人。

深化以“重点补强”为导向的监督
管理体系改革，稳步推进殡葬领域整治
行动，组建银发经济工作推进机制，超
九成养老机构落地“一床一码”。

深化以“有效补位”为导向的社会
参与体系改革，“推广爱心卡”，探索

“15分钟商圈”数字门牌场景，推进基
层老龄自治组织建设，集中资源支持

“善居工程”等项目。
文/施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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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元的医疗费和每月上
万元的康复费用，把南浔
区善琏镇的老谈压得喘
不过气。幸运的是，
市民政部门通过大救
助信息系统监测预
警功能捕捉到了他
家的异样，不仅为
其办理了支出型低
保贫困家庭救助，还
帮他申请了 3 万元的
临时救助金。

像老谈这样的情况绝
非个例。为了兜住兜准兜好民
生底线，去年市民政局不断深化社会
救助“扩围”改革，将低收入扩面家
庭纳入临时救助、住房救助范围，认
定低收入扩面家庭 311 户、776 人，
做法入选全省社会救助创新案例。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居家养
老成了不少老年人的首选。如何在自
由与专业之间找到平衡，常常让选择
居家养老的老年人陷入两难境地。

为了更好地回应老人的需求，民
政部门持续深化养老服务供给侧改
革，通过开展家庭养老床位建设，依
托有资质的养老服务机构，把专业的
照护服务延伸到家中，让老人无须离
开熟悉的环境，就能满足照护需求。
数据显示，试点一年来，全市共建成
家庭养老床位数 1763 张，助力幸福

“享老”。贴心的服务，降低了养老成
本，也回应了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现实
需求，受到了老年人的交口称赞。

湖州是全省最早设立慈善奖的地市之
一，目前市本级和下辖县 （市、区） 已全
部实现了以党委、政府名义设立慈善奖。
去年，随着新一批慈善信托项目集中签
约，在推动我市慈善信托持续增长的同
时，也在发挥慈善第三次分配作用、助力
共同富裕方面，不断为我市的慈善事业注
入源头活水。截至目前，我市慈善信托备
案6114万元、同比增长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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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门牌、内有乾坤。在湖州，
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作为全省率先
开展全域“乡村著名行动”的城市，
民政部门充分发挥数字门牌“地址身
份证”优势，以数字化改革为突破
口，打造乡村振兴优助圈、公共服务
优享圈、营商环境优化圈三圈合一的
数字门牌应用系统，全市累计安装数
字门牌53万块，开发应用场景28个，
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数字
动能。

婚礼作为传统文化中的四礼之
一，蕴含着人们对未来婚姻生活的
美好希望。作为全省率先响应推进
婚俗改革的城市，我市持续推进婚
姻领域移风易俗，通过出台全市婚
俗改革工作方案，把文明简约的婚
俗新风吹进千家万户，婚事新办简
办蔚然成风。此外，我市还建成简
约婚礼、户外颁证示范基地 20 个、
婚姻家庭辅导驿站 48家，不断加快
形成多层次、便捷化的婚姻家庭服
务湖州新模式。

逝者身后涉财处置往往牵动整个
家庭，“查不清楚留下多少遗产”“跑
了多个部门仍无法查遗产”等问题给
不少市民带来困扰。为了解决群众遗
产查询数据不通、渠道不畅、手续复
杂等问题，更好地满足市民殡葬公共
服务需求，我市在全省率先开展全市

范围的群众“身后事”涉财查询联办
推广，以数据跑代替群众跑，把伤心
事暖心办。截至目前，全市“身后一
件事”授权涉财查询1.5万件次、金额
近1.04亿元。

转型升级 真心诚心换舒心

家门口就有设施完备、服务贴心
的居家养老活动场所，是很多老年人
梦寐以求的事。为了延伸高品质的养
老服务，去年，市民政部门不断攻坚
城乡设施短板，通过开展老小区养老
服务用房达标行动，新增面积5万平方

米。同时，建成农村区域型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62家，努力让活

动场所围着老人“身边、家
边、周边”转。

托起“一老一小”
稳稳的幸福，离不开专
业的人才。近年来，
民政部门高度重视人
才队伍建设，在全省率
先推出专职居家养老护
理员认定办法，并启动

了专职居家养老护理员遴

选工作，不断满足失能失智老年人居
家照护刚需。在去年11月举行的第三
届浙江技能大赛中，湖州选手赵芳力
夺省政府技能大赛冠军、获评浙江省
首席技师。同时，在全省设立首个儿
童主任实训基地，进一步提升我市儿
童服务队伍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
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更好的保
障和支持。

织密民生保障网需要“攥指成
拳”，为了形成叠加倍增的“乘数效
应”，民政部门统筹发展合力，通过衔
接慈善供需，向“六无六有”综合救
助、养老服务项目引导慈善资金1.2亿
元，同时争取部省移民资金 6602万
元，有力支持基层项目建设。此外，
还成立了社会化助餐联盟，合力守护
老年人的幸福“食”光。

补齐短板 多点融合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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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乡集体婚礼水乡集体婚礼

重阳节广场活动重阳节广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