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1日，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五峰镇麦庄村61岁的廖启兴在福利院生活

满一个月。他原是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因独居、生活条件差，经民政部门工作

人员多次劝说，同意去福利院试住。福利院工作人员为他理发、换新衣新鞋，不到两小时，他

“就像换了个人”。看到房间里的新衣柜、空调，床上铺着崭新的被褥，他高兴得合不拢嘴。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湖北省民政系统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将主题

教育与社会救助工作相结合、与党员干部“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相结

合，与社会救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相结合，从服务困难群众入手，

从突出问题抓起，用心用情用力织密扎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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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帮扶，多样化救助，逐人逐户走访……

湖北扎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网

量身定制
“幸福清单”暖人心

“红姐，我们来看你啦！上次

送来的轮椅用着还习惯吗？”说

话的是石首市民政局社会救助

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他们前来看

望低保户赵小红。

听到说话声，赵小红赶忙从

屋里出来。她手里拿着未完工的

十字绣，脸上洋溢着暖暖的笑容。

“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不仅

为我申请低保让我不愁吃饭，还

安排社工来照顾我。有什么困难

直接打‘幸福清单’上面的电话就

能解决。”赵小红连声道谢。

谁能想到，半年多前，赵小

红还在饱受疾病折磨。

2022年 11月，石首市民政
局为该市每名困难群众量身制

作了一张“幸福清单”，摸清了他

们面临的困境，其中就包括赵小

红。她常年独居，患有慢性病，腿

脚也不方便。因丈夫离世多年，

两个儿子都是失联状态，她一个

人无依无靠，饱受病痛和精神上

的折磨。

民政部门为赵小红量身定

制了个性化帮扶方案，安排社工

每周至少上门三次，帮她跑腿购

物、打扫卫生、检测身体健康状

态，逢年过节还为她送去米、油、

肉、棉被等生活物资。考虑到她

没有家人陪伴，民政部门还多次

安排心理咨询师对她进行心理

疏导。社工也经常陪她聊天，引

导她参加社区各类志愿活动，丰

富生活、减轻压力。

因身体不便，赵小红家中很

少打扫，各种杂物堆积。社工帮

助她清理收拾，家具与厨房用品

一一归类摆放，垃圾全部清运出

去，家中焕然一新。居住环境改

变后，赵小红的心情变得愉悦

了。她说，没想到政府帮扶这么

全面，除了生活保障，还有这么

多服务。“现在国家越来越富强，

我们困难残疾人沾了光，让我们

有生活的底气，闲时还能做做十

字绣赚点零用钱，创造点价值！”

“幸福清单”救助信息一目

了然，为石首市 1.8万多名困难
群众送去了温暖。2022年 6月以
来，石首市民政局委托社工探访

独居老人、重病重残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 960 人次，跟进服务
3600人次。

持续救助
帮大病患者渡过难关

近日，黄石市黄石港区民政

局工作人员走访困难群众，看到

柯琴（化名）一家人没有了往日

的愁容，脸上挂着笑容。

柯琴年近花甲，丈夫下岗

了，单位每月发放生活费 600多
元。他们的独生女儿离婚了，要

抚养孩子，无力照顾父母。2016
年，柯琴被确诊患有白血病，数

十万元的治疗费用让本就困难

的家庭雪上加霜。

黄石市黄石港区民政局得

知柯琴家的困难后，积极寻找政

策支持，帮助她渡过难关。由于

家庭收入核减后超出当地低保

标准，柯琴一家在 2017 年和
2018年未能纳入低保。按照相关
救助政策，民政部门给予临时救

助。从 2017年至 2022年，柯琴累
计享受临时救助金 4.59万元、救
急难资金 1.488万元、医疗救助
12.45万元。

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时刻关

注柯琴一家的生活，每隔一段时

间就会询问其家庭收入情况。

2018年，民政部门工作人员上门
走访时了解到，由于生活负担

重，柯琴一家愁眉不展。随即，黄

石港区民政局召开多科室业务

办公会，商量解决之策，最终通

过慈善帮扶，为柯琴申报慈爱方

舟救助金 2万元。2019年年初，
在柯琴家庭收入核减后符合办

理低保户标准时，民政部门将其

家庭纳入低保。

今年，黄石港区民政局综合

运用社会救助政策，再次为柯琴

申报到慈爱方舟救助金 2万元。
七年来，在民政等部门的救

助帮扶下，柯琴得到及时治疗，

病情现已稳定。提及党和政府的

深切关怀，柯琴满是感恩。“我的

病能够得到及时治疗，家里的日

子有保障，都是托党和政府的

福。”柯琴和丈夫对民政部门工

作人员连声感谢，并鞠躬致敬。

今年以来，黄石港区民政局

动员辖区四个街道一个管理区

相关工作人员，深入 33个社区，

摸排低收入家庭、低保边缘户、

因灾因病致贫人群，通过精准化

的上门服务、多样化的救助政

策，让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更加精

准、更有温度。

“大排查”
让特困人员生活更幸福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因缺乏

供养机构管理和专职人员看护，

生活质量高低主要取决于自身

能力和照料服务工作落实情况，

容易造成隐患和风险。为此，省

民政厅印发《关于开展分散供养

特困人员生活状况大排查行动

的通知》，要求各地开展分散供

养特困人员生活状况大排查行

动，逐人逐户走访到位。

从 6月起，五峰土家族自治
县民政局工作人员“突击”入户，

了解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生活

情况，是否吃得饱、穿得暖，照料

服务人员是否尽职履行照料责

任。山路崎岖，烈日炎炎，工作人

员一次次走进健康状况和家庭

居住条件不佳的分散供养特困

人员家中，反复劝说、鼓励他们

进入机构集中供养。目前，已有

11 名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入住供
养机构。

6月以来，仙桃市民政局组
建四个工作专班入户走访，对该

市 2887名城乡分散供养特困人
员生活自理能力、身体健康状况

进行评估。

“毛爹，您这房子墙角已经

裂了，这哪还能住啊？夏季经常

有大风大雨，您住这样的房屋很

危险。”在仙桃市陈场镇入户走

访的工作人员发现，特困人员毛

某的房子有安全隐患，赶紧联系

他的监护人，叮嘱他转移毛某，

暂时安置到他家居住。如果毛某

愿意，可以入住福利院。

“陈姨，您在这签字，这样您

作为您弟弟的照料护理人，以后

每个月有 271元护理补贴。”在
特困人员陈某家，入户人员帮忙

签订“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

务协议”。因监护人去世，陈某去

年以来一直随母亲生活，但他的

母亲年事已高，无能力照顾他。

民政部门为陈某选择了关系密

切的姐姐为照料监护人，确保他

“平日有人照应、节日有人探望、

生病有人看护”。

通过“大排查”，仙桃市民政

局对存在住房安全隐患的 10名
特困人员进行了转移安置，为 9
人调整了护理等级，为 27人更
换了照料人。（据《湖北日报》）

今年以来，辽宁省民政厅坚

持一手抓积极引导服务社会组

织发展、一手抓严格依法管理，

不断深化党建引领，社会组织管

理能力和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使

社会组织在助力全面振兴新突

破中彰显时代价值。

服务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民政部门高频热点审批事项主

要集中在对社会组织的成立、变

更登记等 12 项行政许可事项，
纳入《办事不找关系指南》，方便

社会组织了解审批政策和办事

流程。升级辽宁省社会组织管理

服务平台，对接省政务服务一体

化平台，社会组织审批事项“一

网通办”。上半年，民政部门登记

成立各类社会组织 155家，全省
社会组织发展到 28880家，在社
会治理、社会福利、公益慈善领

域发挥着积极作用，成为推动辽

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此外，辽宁省还连续举办 15
期全省性社会团体法人治理培训

班，集中培训了 685家全省性社
会团体的 1300名负责人，督促社
会团体加强自身建设、规范内部

管理，提升法人治理能力。通过购

买服务的方式，委托注册会计师

事务所对全省性社会组织法定代

表人离任、注销清算进行审计并

出具审计报告，不要求社会组织

提供审计报告。从 2023年 3月 1
日起，对全省性社会团体进行年

度检查，不再要求社会团体出具

财务工作年度审计报告。

加强社会组织监督管理，省

民政厅根据群众举报投诉线索，

迅速开展调查，举办了行政听证

会，依法对两家全省性社会团体

的违法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协

助司法部门净化法律服务市场。

监督两家全省性社会团体整改了

超标设置会费档次、超标收取会

费等违规行为，规范了内部治理。

撤销了一家全省性社会团体以造

假欺骗手段获取的法定代表人变

更登记。联合省直 11个相关部门
（单位）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

聚焦市场主体关切，省民政

厅开展全省性社会团体违规收

费专项整治行动，从 2023年 4月
起，通过全面排查全省性社会团

体收费及管理使用情况，制止和

查处全省性社会团体违法违规

收费问题，规范和引导全省性社

会团体合法合理收费，减轻市场

主体负担、优化营商环境。目前，

通过自查自纠，全省性社会团体

采取减免、降低、规范收费等举

措减轻企业负担 2423万元，惠及
企业 6546家。
加强日常监管，省民政厅依

托辽宁省社会组织管理服务平

台，开展对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

单位、基金会等三类社会组织的

年度检查。强化专项抽查审计，开

展 2023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检
查工作，实施社会组织“活动异常

名录”和“严重失信违法名单”管

理，按程序规范执法、联合惩戒。

精细开展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以

评促改、以评促管、以评促建设、

以评促发展”，激发社会组织发展

新活力。 （据《辽宁日报》）

辽宁省社会组织突破 2.8 万家
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