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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摩羯”灾情发生后，省慈善总
会迅速启动了《海南省慈善总会突发重
特大自然灾害应急救助预案》，成立专项
应急领导小组，广泛发布赈灾救灾的募
捐倡议书。

倡议发出后，社会各界爱心单位和
爱心人士积极向受灾地区和受灾群众伸
出援助之手，以爱心和善心参与到灾后
重建中来。全省筹集社会善款1.13亿
元，物资48万多件。

慈心为人，善举济世。慈善事业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实现共同
富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省民政厅
积极推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全省慈善
组织总数达145家，其中具有公开募捐
资格的慈善组织31家。

近年来，全省捐赠形势持续向好、捐
赠数额逐年稳步提升，累计接收捐赠总
额超过37.95亿元，开展助医、助学、助
孤、助残等公益活动超过1000项，1500
万余人次受益。

为进一步提升慈善事业公信力，省
民政厅不断完善监管制度，实施“阳光慈

善”工程，加强慈善信息公开，加强慈善
组织内部治理、财务管理、专项基金、慈
善项目、保值增值、信息公开等规范化管
理。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省
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民政系统
牢记嘱托，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不断提高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
水平，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
体人民，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贡献民政力量。

（撰文/刘超 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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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五心工程”书写幸福答卷
——写在全省民政工作会议召开之际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生是最大
的政治，民生安，则民心顺、天下稳、国
运昌。

5次提高全省低保标准和特困人
员基本生活标准，3次提高孤困儿童保
障标准和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惠及
49.4万名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临时救
助对象等困难群众，2.1万名孤困儿童，
16.4 万名残疾人，24 万名高龄老年
人。在全省建成28个区域性养老服务
中心，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日趋
健全；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实现全覆盖；编密织牢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保障网；婚姻登记从“全省通办”向
“跨省通办”扩展……

五年来，在民政部的大力支持和省
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各级民
政部门主动适应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的新形势和新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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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
众“最盼”上见真情，在群众“最急”上出
真招，在群众“最难”上下真功，健全完
善基本民生保障制度，推动建立基本养
老服务体系，引导社会组织和慈善力量
健康发展，在地名、婚姻、殡葬等领域推
出一系列惠民便民举措，实施强心、孝
心、连心、暖心、爱心等“五心工程”，为
自贸港建设积极贡献民政力量。

健全社会救助体系 兜住兜准兜牢基本民生底线A

去年9月，超强台风“摩羯”登陆文
昌，导致公坡镇公坡村75岁特困供养
人员韩正丰的老宅墙体倒塌，受损严
重。台风后，文昌市民政局副局长刘英
鑫和镇村干部第一时间到访，给老人送
来慰问品，并告知临时救助金已发放，
帮助他们一家人渡过难关。

台风过后，文昌市民政局第一时间
启动救助机制，为韩正丰搭建了临时帐
篷应急，并给他送去了食品、矿泉水、应
急灯等临时救助物资。“我们详细核查
了老人家庭的因灾经济损失情况，以一
案一策方式，第一时间为老人申请1.8
万元临时救助金，帮助他尽早恢复正
常生活。”刘英鑫说。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兜底保障，是

守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的最后一
道防线。近年来，全省各级民政部门不
断完善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制
定完善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特困
人员供养、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
难家庭认定等社会救助领域系列政策，
形成多层次、立体式、衔接紧、网底密的
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制度格局。

立足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兜
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省民政厅建
立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供养标准动态
调整机制，不断提升保障能力，将城市
低保、农村低保月标准分别提高至770
元、750元，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月标准
提高至1010元，进一步筑牢困难群众
兜底保障安全网。

困境儿童保障方面，将社会散居孤
儿和集中养育孤儿保障标准分别提高
至1540元/月和 2002元/月。我省建
成省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地市级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实现全覆盖，县
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覆盖率达到
70%，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实现全覆盖。

立足对困难群众“早发现、早干预、
早帮扶”，采取“大数据比对”协同“铁脚
板摸排”，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建
立完善线上监测预警、线下核查反馈的
动态监测机制，根据困难类型和救助需
求，及时推送信息至相关部门实施救助
帮扶，简化社会救助办理环节，推动社
会救助扩围增效取得明显效果。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立足本轮机构改革赋予民政部门
综合协调、督促指导、组织推进老龄事
业发展职能，统筹推进社会保障、养老
服务、健康支撑体系建设，做好老年人
社会参与、权益保障等工作。民政部门
协同相关单位积极开展“法律服务 助
老护老”、“重温经典”频道进养老机构、
敬老月等活动，为党委、政府推进老龄
事业当好参谋助手，推动形成共同做好
老龄工作的强大合力。

去年重阳节到来前，海口市秀英区
一方养老·湖畔院内其乐融融，洋溢着
温馨的气氛。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为
院内50多位长者准备了歌曲、舞蹈等
文艺节目，并带领他们开展登高飞行
棋、电碰迷宫、重阳百福图、五谷杂粮画
等游戏。

老人们围坐在一起，一个个精神
抖擞，沉浸在幸福之中。“像这样的文
化活动特别多”“这儿饭菜种类多、营
养好吃”“护理人员对我们的照顾很

好”……87岁的王志申和86岁的闫凤
羽是老两口，他们对在湖畔院养老的
生活赞不绝口。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养老是
我省民生工程的一项重要课题。近年
来，省民政厅立足实际发展普惠性、均
等化基本养老服务，加快养老服务设施
建设，实施老年助餐服务和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示范行动，打造有影响力的海南
养老品牌。

加大养老服务基本供给，出台省
级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在全国基础上
新增 5 个具有海南自贸港特色的项
目，逐步推动让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
养老服务。为5万余名低保、特困、失
独家庭、独生子女残疾老年人购买老
年人意外伤害保险，为85%的特殊困
难老年人家庭开展适老化改造，绝大
部分市县建有1所以失能、部分失能
特困人员专业照护为主的县级供养服
务设施（敬老院）。

不断完善服务网络。截至目前，
全省已建成28个区域性养老服务中
心、203家日间照料中心、118家长者
饭堂，43%的城乡社区开展居家养老
服务，43个社区被确定为全国老年友
好社区，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更趋健全。

老年人“幸福餐桌”是“关键小事”，
更是“民生大事”。省民政厅细化提出

“养老服务机构+助餐”“单位食堂+助
餐”“餐饮企业+助餐”“物业服务企业+
助餐”“集体经济组织+助餐”“邻里互
助+助餐”6种老年助餐服务供给模式，
指导各市县因地制宜推进老年助餐服
务，不断提升老年人“幸福餐桌”服务水
平，让老年人更幸福。

近年来，我省还持续推动养老护理
人员队伍优化，累计培训养老护理员
1.5万余名，150余名人员获得高级老
年人能力评估师证书，养老服务人才队
伍不断壮大。

加强社会组织管理 谱写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C

去年8月10日，“百社联百村·携手
共富”行动暨茶苗捐赠活动在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响水镇陡水河村举行。保亭
茶叶学会向该村捐赠海南大叶茶苗1.5
万株，惠及农户15户，将发展种植36亩
茶园。“我们希望通过茶苗捐赠，帮助村
民扩大茶叶种植规模，推动响水镇和保
亭的茶叶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保
亭茶叶学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去年，省民政厅联合省农业农村厅
等单位开展“百社联百村”行动，125个
社会组织同209个村结对，引导社会组
织及所属会员单位围绕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
方面结对帮扶乡村。去年9月，台风“摩

羯”导致文昌市存栏文昌鸡死亡1320万
只，死亡率达60%，经济损失约2亿元。
考虑到和农民养殖户长期稳定合作以及
农民受灾后返贫风险加大，文昌市文昌
鸡行业协会发动行业企业根据自身情况
承担农户损失，保障农民养殖户在灾情
之下的基本收益，深受农户赞赏，产生了
较好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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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4月16日，省民政厅遴选省内蒙
古商会、省安徽商会、省营销商会等6家社
会组织担任陵水全球招商大使，组织引导
180多家企业前往陵水考察调研、发展，推
动签订合作项目落地资金近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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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各级民政部门不断健全社会组织管
理制度，以实施专项行动为抓手，举办社
会组织公益创投大赛、政社联动促招商
引商活动，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招商引商
活动40多次，签订落地项目资金20多
亿元。推动旅游业等重点产业领域行业
组织赋权，270家社会组织制定自律公
约，发布行业标准305项。

加强区划地名管理 开展“乡村著名行动”让乡村更“著名”

去年9月24日，两位来自广东的游
客在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漫步，看到新
设立的地名标示牌，他们停下了脚步。
红蛤一路、求雨一路、百虎山四路……借
助扫描路牌上的三维码所传递的清晰路
名等信息，他们很快找到了想要前往的
民宿和餐厅。

去年以来，三亚市积极开展“乡村著
名行动”，选定吉阳区博后村、中廖村、红
花村三个重点村试点先行，从织密地名
网、健全地名标志、宣传地名文化、优化
地名信息服务和助力乡村振兴等多方位
开展“乡村著名行动”，深入挖掘古村落

文化价值，讲好乡村地名背后的故事，打
通了城乡物流“最后一公里”，提升乡村

“著名度”。崖州区入选全国第一批“乡
村著名行动”24个典型案例。

近年来，省民政厅加强区划地名管
理，制定出台《海南省设立镇、街道标
准》，印发行政区划变更实地调查、行
政区划变更评估、行政区划变更组织
实施督导等规范性文件，深度挖掘海
口、儋州、三亚等地区划历史文化。建
成省级行政区划信息平台，开发“行政
区划代码编制”和“自治县专题图分
析”功能，依托“海易办”平台面向社会

公众提供查询服务。多措并举加强平
安边界建设，依托省域“多规合一”平
台研发界线界桩管理系统，完成2019
年第四轮、2024年第五轮县级行政区
域界线联检以及日常巡检，三亚、儋
州、白沙等市县建成一批“界桩网红打
卡点”。

大地有名、山水有名，乡村亦有名。
不断提升地名管理服务水平，修订《海南
省地名管理办法》，将乡村地名建设写入
地方性规章。发布两批省级地名文化遗
产名单，制作《山海有名》《慕名而来》等
系列视频，讲好海南地名故事。

加强社会事务管理 履行基本服务职能效果明显

去年清明节期间，文昌市文城镇青
山岭念慈园公墓内松柏翠绿、肃穆清
幽。放眼望去，墓园环境干净整洁，小型
墓碑整齐排列，工作人员不间断地清理
墓碑周边杂草、树叶、杂物等，为群众营
造良好的祭扫环境。

“我们推行的是少占地、无坟头，种植
松柏、平铺草皮的生态葬法。公墓启用两
年来，8000多穴坟墓迁移入内，群众来此
祭扫秩序良好，杜绝了在园区内燃放烟花
爆竹等现象，保持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文
昌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林师聪表示。

近年来，省民政厅稳步推进殡葬改

革，编制殡葬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发
布绿色殡葬系列地方标准，建立公益性
公墓建设奖补机制。统筹做好清明祭
扫，连续5年实现文明祭扫、平安清明工
作目标。

不断加强救助管理服务。持续开展
“寒冬送温暖”“夏季送清凉”等专项救助
行动，建立健全巡查发现机制，做到“应
救尽救、无偿救助”。

不断提升残疾人保障能力。建立残
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实现
补贴资格认定申请“跨省通办”和补贴申
请“全程网办”，系统发放率、全程网办处

理率、主动服务率长期保持在100%。实
施“精康融合行动”，实现精神障碍社区
康复服务市县全覆盖，累计实施康复服
务43万余人次。

不断优化婚姻登记服务供给。稳步
推进婚姻登记跨区域办理，实现婚姻登
记从“全省通办”到“跨省通办”扩展。指
导琼海市高质量开展全国婚俗改革实验
区试点，推动全省19个市县开展婚俗改
革，实现婚俗改革市县全覆盖。规范婚
姻登记服务管理，将210个婚姻登记机
关精简为29个市（县、区）级婚姻登记机
关，全省建成3A级婚姻登记机关20家。

汇聚慈善力量 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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