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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认
定为低收入人口，并纳入动态
监测范围，是健全社会救助体
系的首要任务。今年 4 月，市
民政局印发《滨州市社会救助
精准兜底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组织开展困难群众集中摸排，
做好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防止
返贫监测帮扶对象、低保边缘
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低
收入人口认定工作，纳入低收
入人口数据库进行动态监测。

截至目前，全市低收入人口达
到9.8万人，其中，低保对象7.3
万人、特困人员 1.4 万人、低保
边缘人口1.1万人，低收入人口
覆盖率达到 2.4%，覆盖率位居
全省前列。

完善救助帮扶政策措施
织密扎牢基本民生保障安全网

以 友 好 社 区 空 间 为 载
体，加大城乡社区环境综合
治理力度，优化宜老公共环
境，着力推进家庭适老化改
造。一方面，深入开展全国
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

升行动试点工作，按照每户
不高于 3000 元的标准，为特
殊困难老年人提供 6 大类 22
项 100 余种居家改造项目。
另一方面，持续推动智慧健
康养老产品和服务进社区进

家庭，鼓励老年人家庭安装
智能安全监测设备，为开展
居家照护、医疗诊断、健康管
理等提供远程服务及技术辅
助。截至目前，滨州市整合
投入各类资金 4000 余万元，

创新打造覆盖全域的智慧养
老综合服务平台，完成适老
化改造1.5万户，累计提供居
家上门服务16万人次。

力争到2025年建设
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数量达到20个

□晚报记者 隆 卫

    9 月 19 日，记者在“大开
放、大改革、大发展，全面提升
八大品质——亮进度”主题系
列新闻发布会市民政局专场
上获悉，8 月 29 日，滨州市民
政局等 24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开展“颐养滨州·守望银
龄”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活动
的实施意见》，按照国家、省级
文件部署要求，结合我市实
际，明确“居有所安、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心有所栖、老有
所为、智有所享”6 项标准和
16 条具体措施，按照“党委领
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
行动”的原则，全面加强老年
友好型社区建设，创新打造安
居、安养、安心的“心安”老年
友好型社区。力争到 2025
年，全市建设全国示范性老年
友好型社区数量达到20个。

着力提升老年友好“软环
境”建设，开展“银龄有为·闪
耀滨州”主题活动，鼓励老年
人参与社区治理，兴办社会公
益事业，创建“善来善往”社区

基金，成立各类银龄志愿服务
队伍，汇聚全市1.2万余名离
退休老党员、老干部参与社区
矛盾纠纷调解、环境美化绿
化、文体活动下乡等志愿服务

活动。在实践中，借助网格管
理打造“小格管家”等服务品
牌，为高龄、孤寡、残疾、经济
困难、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
2.9万名特殊困难老年人开展

定期探访关爱，为老年居民就
近提供编结、面塑、布艺、缝
纫、假发制作、渔具加工等零
活项目，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
千家万户。

建设“安心”社区 增加老年人幸福感

坚持优化社区服务供给，
明确居住小区配建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的标准，鼓励和引导
国有企业、社会组织、医疗机
构、家政公司、物业企业等采

取多种方式，为老年人提供助
餐、助浴、助洁、代购、康复护
理、紧急救援、康复辅具租赁
等多样化的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积极打造“15分钟养老服

务生活圈”。重点聚焦老年人
一餐热饭的问题，启动滨州市
老年助餐服务三年提升行动，
以县（市、区）为单位统一制定
老年助餐服务设施布局规划

图，分级搭建社区级和小区
（村居）级助餐设施，分类打造
孝善食堂、老年餐桌和老年助
餐点524处。

建设“安养”社区 提升社区养老体验

建设“安居”社区 打造适老居住空间

□晚报记者 隆 卫

    9 月 19 日，记者在“大开放、大改革、大发展，
全面提升八大品质——亮进度”主题系列新闻发布
会市民政局专场上获悉，健全社会救助体系是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作出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决策部
署，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战略、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我市按照保
基本、防风险、促发展要求，以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
助体系目标，完善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救
助帮扶政策措施，织密扎牢基本民生保障安全网，
不断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健全分层分类社会
救助体系，按照低收入人
口困难程度和困难类型，
提供常态化救助帮扶。
今年 7 月，市民政局等 11
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
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做
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
作的通知》，健全低收入
人口动态监测和救助帮
扶制度。做好基本生活
救助，对符合条件的低收
入人口，给予相应的低
保、特困等基本生活救
助。完善专项社会救助，

落实医疗救助（含疾病应
急救助）、教育救助、住房
救助、就业救助、受灾人
员救助等专项社会救助
政策，推动形成梯度救助
格局。加强急难社会救
助，对遭遇突发性、紧迫
性、灾难性困难导致基本
生活暂时出现困难的人
员，及时给予急难社会救
助。积极发展服务类社
会救助，推动形成“物质+
服务”的救助方式。不断
完善政府救助与慈善帮
扶衔接机制。

>>>推动落实救助帮扶政策

充分发挥“大数据+铁脚
板”作用，常态化开展低收入人
口动态监测，及时将符合条件
的人员纳入救助帮扶范围。加
强线上数据比对，设置进入类
和拒止类300多个动态监测指
标，及时发出监测预警信息，及

时采取救助帮扶措施。加强线
下走访排查，发现符合救助帮
扶条件的，及时启动救助帮扶
程序。按照分层管理、动态监
测、因需推送、结果反馈的工作
流程，及时推送信息，及时救助
帮扶，及时反馈情况，形成“一

户（人）一条救助帮扶链”的闭
环管理机制。今年以来，已比
对下发五批次低收入人口动态
监测预警信息2.5万条，已纳入
救助 738 人次、转介专项救助
113人次。

>>>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全面开展低收入人口认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