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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民政厅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情系民生显担当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操 通讯员 时权

近年来，在省委、省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省民
政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
工作、民政工作的系列重
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主动适应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的新形势和新要
求，围绕增进民生福祉、
促进共同富裕，健全完善
基本民生保障制度，构建
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
系，完善儿童和残疾人福
利制度，圆满完成脱贫攻
坚“兜底保障一批”任务；
围绕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建
立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养
老服务实现提质增效；围
绕助力高质量发展，引导
社会组织和慈善事业健
康发展，在地名、婚姻、殡
葬等领域采取系列惠民
便民措施，增强了民政服
务对象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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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底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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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省民政厅立足促进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
线。省民政厅将城市低保、农村低保标
准分别提高至690元、640元/月，特困人
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至900元/月，惠及
18.2万名低保对象和2.6万名特困对象。

困境儿童保障工作是儿童权益保障
中责任最重、难度最大、要求最高的兜底
性工作。省民政厅将社会散居孤儿和集
中养育孤儿保障标准分别提高至1350
元、1750元/月，保障对象逐步扩展到困
境儿童、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惠及1.93
万名孤困儿童。

残疾人是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
特殊困难群体。省民政厅推动建立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和一、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分
别提高至110元、170元、250元/月，惠及
16.2万名残疾人。累计救助流浪乞讨人
员2.9万人次，落户安置390人。在全国
率先实现县（区）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全覆盖，实施康复服务35万余人次，实现
困难群众应保尽保、应救尽救。

今年10月起，将再次提高城乡低保
对象、特困人员、孤困儿童、残疾人等困
难群众救助补助标准，进一步筑牢困难
群众兜底保障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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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省民政厅
立足服务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推进
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改革。在全国率先出台
《海南省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办法》，
实现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
城乡社区服务类等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全省587家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
全省整改“僵尸型”社会组织883家。

创新开展首届公益创投大赛，发掘、培育
创新性、示范型的公益服务项目62个。引导
社会组织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
深化行业组织赋权，推动行业组织制定行业
团体标准198项，制定行业自律公约260项，
参加举办交易会、展览会、博览会、洽谈会70
余次，举办各类专业人才培训2.8万人次，参
与矛盾纠纷调解3200余起。开展“百社联百
村”行动，125个社会组织同209个村结对。
通过减免和降低收费等举措，减轻企业负担
金额3000万余元。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基层
治理、社会公益事业，全省1.3万家社区社会
组织链接为群众办实事2200余件。引导社
会组织助力稳岗就业，平均每年提供工作岗
位4000余个。开展政社联动促招商引商活
动，组织社会组织参与招商活动40多次。

坚持一手抓规范监管、一手抓促进发展，以
有效监管推动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引导、
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
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全省慈善组织达到138家。
福彩销售网点数量达到2631个，增长67%，有力
促进社会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养
老服务业发展，事关国家发展全局，
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事关社会和谐
稳定。近年来，省民政厅不断健全
老龄和养老服务政策制度，出台海
南省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列出21个
基本养老服务项目，在全国16个基
本养老服务项目的基础上新增5个
具有海南自贸港特色的项目。

建成136家养老机构，近三年内
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增长53.8%，
床位数增长22.18%，社会化运营率
达40%以上。2023年养老机构入住
率为44%，较同期增长8%。

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覆盖全省
80岁及以上老年人，探访关爱特殊
困难老年人11万余人次，实施特殊
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8000
余户，发放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
务补贴1500余万元。

因地制宜开展“1+N+X”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模式试点，依托1个
综合性养老服务机构，将专业养老
服务延伸至N个社区养老服务站，
为X个老年人家庭提供一站式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打造“15分钟养老服
务圈”。

全省建成 203 家日间照料中
心，40%以上的城乡社区开展居家
养老服务，有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
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

社会事务管理
得到优化D

社会事务涉及千家万户，
服务对象众多，利益诉求多
样。近年来，省民政厅立足群
众最基本、最直接的社会服务
需求，着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
盼问题。

实施绿色殡葬五年行动
计划，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
度，全省殡仪馆3个、公墓87
个，基本满足群众安葬需求，
全面实施惠民殡葬补贴政策，
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身后
事”。

实现婚姻登记从“全省
通办”扩展到“跨省通办”。
规范婚姻登记服务管理，满
足群众异地办理婚姻登记的
诉求。将210个婚姻登记机
关精简为 29个市县（区）级
婚姻登记机关，建成3A级婚
姻登记机关 18个。建成全
国首个省级行政区划信息平
台，首次将乡村地名建设写
入地方性规章。

大地有名、山水有名，乡
村亦有名。我省稳步开展“乡
村著名行动”，排查乡村道路
19163条，命名道路783条，
制作路牌634块，有效提升乡
村地名管理服务效能。

（本报海口9月28日讯）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刘
操 通讯员时权）近日，海南日报全媒
体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该厅将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作为全面深
化民政重点领域改革创新的发力点和
突破口，做实做强海南民政“五心工
程”（强心、孝心、连心、暖心、爱心工
程），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曾锋表
示，推动海南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要
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坚持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
续的方针，健全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对
象精准认定机制，加大城乡低保、特困

供养对象、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残疾人等困难群众精准帮扶力度。要
科学确定特殊困难群众补贴标准，使
补贴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政
承受能力相适应，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实际行动践
行“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的
工作要求。

推动海南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要
坚持目标导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
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以实际行动解
民忧、纾民困、暖民心。全省民政系统
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培育一批运作规
范、公信力强、服务优质的示范型社会
组织，支持实施一批具有创新性、专业

性、社会性的公益服务项目。加大殡仪
馆、公益性公墓等基本民生项目建设，
满足群众“逝有所安”需求。推进精神
卫生福利机构建设，满足特殊困难精神
障碍患者救治救助服务需求。推进规
范化婚姻登记机关建设，满足婚姻登记
当事人便捷多样服务需求。拓展婚姻
登记管理服务内涵和外延，倡导文明健
康的婚俗新风。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
工作，深化区划地名成果应用，更好服
务高质量发展、赋能高效能治理、助力
高品质生活。

人口老龄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有效应对人口
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

百姓福祉。曾锋表示，推动海南民政
事业高质量发展，要统筹推进实施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优化人口发展战
略，正确处理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的
关系，立足实际发展普惠性、均等化基
本养老服务，推进经济困难失能老年
人集中照护、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
服务、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
造和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实施老年助
餐服务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示范行
动，建立健全养老机构资金奖补和养
老服务从业人员激励机制，打造有影
响力的海南养老品牌，探索走出一条
具有海南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路子。

低保群众：政府兜底保障让我们生
活重燃希望

今年中秋节，在澄迈桥头镇元隆村
低保户吴武生家里，他正在给妻子和4
个孩子张罗一桌饭菜，共度佳节。“感谢
党和政府的好政策，给我们带来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惠。澄迈县民政局和桥头镇
政府民政干部还常来嘘寒问暖，帮我们
申请各种救助和开展慰问，我打心底里
感激。”吴武生笑着说。

2021年，吴武生家庭出现变故，爱
人陆海青突发脑出血，卧床不起，失去了
劳动能力。当时，家中四个小孩都在上
学，全家生活重担全压在吴武生身上。
为了照顾爱人，吴武生放弃了外出务工
赚钱的机会，只能在村里靠种农作物和
打点零工维持生计，生活十分困难。

桥头镇民政工作人员在开展日常排
查走访过程中了解到吴武生家庭的情况，
立即帮助他们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为该户
家庭6人办理了低保，同时也协调吴武生
在当地一家幼儿园当保安，并帮助其爱人
办理了肢体一级残疾证，享受残疾人两项
补贴。“我们的家庭每个月有了3000多元
的救助金，再加上我的工资收入，让我们
重燃了生活的希望。”吴武生说。

如今，吴武生的大女儿考上了大学，
二女儿和三女儿正在读中学，小儿子正
在读小学。“政府的贴心救助好比雪中送
炭，我一定努力工作，鼓励孩子们刻苦学
习，把日子过得红火起来。”吴武生说。

基层村干部：幸福家园公益基金让
向善行善乐善蔚然成风

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叉河镇老宏
村“幸福家园公益基金”募捐活动暨大学
生奖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

昌江黎族自治县叉河镇老宏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琦贵主持了这次
活动。在他的发动倡议下，募捐活动得
到了6家爱心企业的大力支持，现场人
员和村民也纷纷响应号召、慷慨解囊。
据统计，当天共筹集善款23.08万元。

刘琦贵介绍，“小而美”的幸福家园
公益基金让村民有了“小而暖”的获得
感。在奖助学金发放仪式上，老宏村基
金爱心奖学金项目，用于奖励村中考取
全日制本科的学子，鼓励他们在今后求
学道路上扎实学好专业知识，在学有所
成后为建设家乡作贡献。

“此次募捐取得的善款将精准对接
村民需求，从助老、助学、助教、助医、助
残、济困、恤病等多个维度出发，织就一
张温暖的社会保障网。”刘琦贵表示，幸
福家园公益基金募捐活动的开展让老宏
村行善乐善蔚然成风，让村民树立了慈
善意识。基金将助力乡村振兴建设，从
道路修整到产业帮扶，从文化与体育设
施建设到村容村貌改善，从生态环境治
理到可持续发展，全方位、多角度地推动
老宏村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养老机构老人：在舒心的环境下享
受晚年生活的美好与幸福

近日，走进环境优美、设施齐备又安
静的海口市一方养老湖畔院，洋溢的笑
容写满在每一个老人的脸上。“到养老院
养老，不仅减轻儿女的负担，也节省社会
养老成本。”83岁的长者郭凤英说，养老
机构活动多样，养老护理人员细心、耐
心、贴心，老人关系和睦，让她感受到了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
“这里的服务真的很好！刚住进来

的时候，护理人员就特别细心，对我们这
些老人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天都会按时
问我的身体情况，帮我整理房间，给我提
供营养的餐食。”郭凤英去年搬进养老机
构居住，她对全新的生活非常满意。

“养老院的设施越来越完善，环境越
来越好，我们经常在花园赏花散步。”郭
凤英告诉记者，养老机构经常为老人们
举办非遗漆扇制作、文艺汇演、健康知识
讲座等活动，让老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

“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大家都很
关心我们。”郭凤英告诉记者，自己格外看
重养老机构的“家”文化，每个人都互相包
容、互相帮助，让自己感受到了温暖。

(文字整理/刘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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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民政厅做实做强“五心工程”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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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一方养老湖畔院，83岁的长者郭凤英得到养老护理人员细心照顾。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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