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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齐放
创新民生举措

面对民生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淮南市

以多种思路，创新工作方法，积极寻求政策与

市场结合，确保各项工作能落到实处。

如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上，截至

2014年底，淮南市60岁以上老人39.42万人，

占该市总人口的 16.2％，人口老龄化进入快

速发展阶段。养老体系优化建设迫在眉睫。

淮南市民政局以推动社会办养老机构和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发展为重点，积极支持和引

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一是积极搭建居

家养老服务平台。居家养老服务呼叫平台主

要是为独居老人安装“一键通”呼叫服务器，建

立呼叫服务系统，为他们提供生活照料、家政

服务、精神慰藉、保健康复、紧急救援等专业化

和个性化服务等全天候服务，确保老人在遇到

突发事件时可以在第一时间内顺利求救，并得

到及时救助，以保障他们的居家安全。

同时，该市民政部门落实好社会办养老

机构财政金融和税费优惠政策，及时兑现一

次性建设补贴和床位运营补贴。积极引进国

内外资金，鼓励支持企事业单位、集体组织、

民间组织、慈善机构及个人等社会力量，以独

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兴办养老机构。东

方集团 500 张以上床位的医养结合式老年公

寓、大通区政府招商引资的 PPP 养老项目均

已在谋划中。

在接受采访中，淮南市民政部门表示，任

何公共服务，如果脱离了服务主体，都很难圆

满。民生工程要做到便民而不是扰民，就得

时刻以人的需求为本，让体贴入微的细节温

度融入服务中去，这样才能得到市民的称心，

民生工程换来民心。

以走心用心换民众称心

淮南市为困难群体构筑民生防线
□梁虎 记者 吴传贤

民生赢民心。面对困难群众所能抓住的最后一道温暖防线的民生工程，淮南市各级政府秉持为民办实
事，用真心换取民心，多方举措，构筑了坚实的民生生态体系，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和人格尊严。

记者了解到，今年，淮南市民生工程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城乡医疗救助、农村五保供养及敬老院建
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生活无着人员社会救助等六大项目列为困难群体的重点民生
工程，由民政部门具体负责，目前各项目工作正有序实施。通过体系建设，淮南民生工作扎实推进。

2014年3月31日，淮南市委书记沈强看望敬老院老人

淮南市民政局局长杨杰带队走上街头宣传民生工程

淮南市毛集镇民政办工作人员为困难群众办理农村低保

当地敬老院老人的房间

一组数字
彰显民生情怀

记者从淮南市民政局了解到，今年1～6月份，该市

除救助城市低保对象26万人次，发放保障金7809万元

外，累计救助农村低保 22 万人次，发放保障金 4348.91

万元，目前淮南市农村低保标准年均增长达到16％，每

人每月200元，位居全省第六，月人均补助水平为196.6

元，位居全省第四。

1～6 月，该市累计临时救助 1437 户，发放救助金

142万元。

1～6 月，该市累计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3474 人次，

支出救助资金166万元。同时，积极做好孤儿基本生活

保障，今年将 1328 名儿童纳入了孤儿保障范围，1 至 6

月份累计发放基本生活费 560 万元。其中在福利机构

集中供养的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为每人每月1000 元，

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不低于每人每月600元。

今年，将14125人纳入农村五保供养范围，1～6月份

累计发放农村五保供养资金2696.5万元。数据的背后，

体现的是淮南市各级政府与民政部门大力推进社会救助

体系建设，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所做的努力而取得

的成绩，更彰显了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两则事例
传递温暖力量

民生救助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于细微处见真情。

43 岁的苏家林，是淮南李郢孜镇新工社区低保

户。患有尿毒症的她，十年里，每年花在透析上的费用

个人支付大约三万元。当地民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救

助其每月领取低保金930元，同时为她办理了每年一万

元的大病救助。

“如果没有国家的这些政策，我的命早没了。现在

心理压力小，虽然患病我也感觉身体好很多。”谈到自

己被惠及的民生救助政策，苏家林非常感动地说：“没

有共产党的好政策，就不会有我今天了。”

杨公镇大桥村朱东组村民庞士敏，因其丈夫于

2011年5月6日犯法被判入狱服刑，庞士敏独自抚养2

个未成年的孩子（一个8岁，一个7岁）,其中一个孩子为

先天性聋哑儿童，无经济来源，生活困难。镇民政部门

得知情况后，于2011年为该户办理低保，每月可领取农

村低保金635元。在确保该户的基本生活后，又为该户

聋哑儿童王佳裔申报了国家补助的人工耳蜗再造手术，

手术取得成功，现在国家补助办理的康复中心进行康复

训练。在政府部门的关心和照顾下，庞士敏家的生活得

到了很大的改善。“没有政府救助，我和孩子就活不下

去”，她十分感恩政府。

如此温暖的事例，还有很多。面对困难群众的生活

需求，淮南市从实际出发，用真情和真心，为他们送去

关怀和实际的帮助。

六大项目
构筑民生防线

以点带面，通过整体生态体系的建设，淮南市民政

部门正编织牢固的民生保护网，为困难群众打造坚固的

民生防线。

2015 年由民政部门负责实施的：农村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城乡医疗救助、农村五保供养及敬老院建设、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生活无着

人员社会救助，六项民生工程早在今年年初，淮南市民

政局便将相关工作细致划分，分解预期目标任务，严格

落实到部门到个人，各项工作皆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截至目前，发放类项目累计发放资金9032万元，惠及

城乡困难群众6.7万人；工程类项目投入资金385万元，严

格按照序时进度，保质保量，目前完成投资额235万元，完

成率达61％，各项工程实施情况均位居安徽省前列。

多管齐下
兜住民生底线

为了切实推进民生体系建设，淮南市努

力编织基本民生安全网，以兜住民生底线，播

撒幸福阳光。

为实现低保标准与经济生活水平相协

调，淮南市建立了城乡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

制，每年年底，该市民政、财政等部门根据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全省低

保保障水平等因素，商讨城乡低保标准调整

事宜。目前，该市城市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

440元，农村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200元。

为做好低保资金保障，该市完善了低保资

金筹集管理制度，低保资金预算总额扣除上级

财政补助基数的差额部分，全额列入市、县（区）

财政预算。因不可预见因素导致低保资金缺口

时，市、县（区）通过追加预算及时予以弥补。

在医疗救助上，“提标扩面”。据淮南市

民政局低保中心主任邢晓虹介绍，新的“困难

群众医疗救助实施办法”，将特困供养人员全

部纳入重点保障范围，增加了对农村0～14岁

儿童白血病和先天性心脏病患者的救助，救

助比例由 60％提高到不低于 70％。 1～6 月

份，该救助大病困难群众 921 人，发放救助金

315万元。

留守儿童、流浪人员都是民生工作关注

的重点。今年，淮南市依法继续对生活无着

的流浪、乞讨人员实施救助，积极开展“冬季

送温暖”、“夏季送清凉”、“接送流浪孩子回校

园”等各种专项救助活动。该市 41 家医疗机

构健全、规范“一站式”医疗救助服务系统、创

新工作方法，在节假日、夜晚增强巡查救助力

度，多次主动、及时将病重和痴呆傻流浪者接

送到救助场所。1～6 月份，该市累计救助

17369 人次，发放救助金 1259.8 万元，其中一

站式救助9629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