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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保障：密织保障网，让幸福底色更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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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快开，请你赶快，送我到
爱人的身旁。”5月初夏，两节绿皮火
车千里迢迢从沈阳“开”进了常州大
运河畔的“520玫瑰车站”，除了平时
开放服务，这里还开启了全市周六
开放婚姻登记的贴心服务。截止到
12月17日，玫瑰车站共办理婚姻登
记410对，这也成为我市聚焦“便民
利民”，社会事务更加高效的代表性
案例。探索非工作日登记服务，钟
楼区入选第三批江苏省婚俗改革实
验区，“520玫瑰车站”成为全市首个
文化地标公园式婚姻登记点和户外
结婚颁证基地。此外，武进区还入
选江苏省集中补领婚姻登记证试点
地区。

除了更便民，我市的社会事务还
更加规范。今年以来，我市启动殡葬
设施布局规划修编，开展“活人墓”等
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举办常州市第十
六届公益海葬活动，纳入省政府民生
实事的8个殡葬改扩建项目全部完

工，省内提前实现城市公益性骨灰安
放（葬）设施服务全覆盖。新北区结
合殡葬规划编制工作，有效解决殡葬
用地指标达600多亩。钟楼区入选
全国殡葬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试点
单位，金坛区入选第二批全省丧葬礼
俗试点地区。

今年，我市加强精神障碍社区康
复服务工作，开展为期三年的“精康融
合行动”，新建7家“德康驿站”，常州
经开区“一站一特色”率先实现精康服
务全域覆盖。同时，我市持续做好康
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工作，完善
服务流程，提升站点建设，强化“为民
助民”服务目标。

我市还新建6个省级儿童“关爱
之家”，目前，全市累计建成32个省级
儿童“关爱之家”，全市2494名孤儿和
事实无人抚养、重病重残儿童全部纳
入保障；发布全省首个未保工作宣传
形象“未未”和“来来”，举办首届市级
儿童主任技能大赛和各类关爱儿童主

题活动，成立常州市儿童成长研习中
心和首批16个研习基地，武进区在全
市为儿童主任发放工作津贴，金坛区
深化“五彩行动”、新北区推出“未爱
365”，助力打造“常护未来”儿童关爱
服务品牌。

市救助站协助省民政厅编制的
《江苏省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
标准体系》白皮书已发布实施，并参与
起草民政部标准《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服务规范》。“智慧寻亲平台”有力支撑
全省联网通办，累计为全省救助管理
机构236名走失人员成功寻亲。

我市率先出台《地名命名更名工
作规程》，规范街路巷地名命名更名审
批工作流程，稳妥做好地名管理职能
移交。今年，我市新增省级地名文化
遗产9个，溧阳市试点经验入选民政
部“全国乡村地名建设案例”，省民政
厅在溧阳市召开“乡村著名行动”现场
会，金坛区率先完成全域地名规划和
区级历史地名大词典编撰。

“自己年纪大了，照顾他越来越吃
力了。”家住金坛区竹林镇竹林村的孙
凯在初中三年级时突患严重脊椎病，
他病了16年，妈妈李美芳在他身边守
候了16年。如今，那个坐在轮椅上的
小男孩也成了32岁的青年，那个年轻
的妈妈，头上已长出了银丝。

这些年来，李美芳给儿子治病，前
前后后花了几十万元。去年，李美芳
的爱人因患肺癌去世。接连的变故，
让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变得更加
脆弱。随着年龄增加，她的身体也大
不如前，所以，这两年她开始为照顾儿
子发愁。比如给他洗澡，她越来越做

不动了。今年李美芳为儿子申请了长
护险服务，护理人员每周上门两次，为
其提供助浴等服务，解决了困扰这对
母子的一大难题。“另外，我们补助也
提高了。去年，儿子每月1200多元补
助，今年提高到了1500元。”李美芳感
激地说。

民生保障兜底有力，李美芳和儿
子孙凯是我市困难人员享受相关服务
和帮助一个缩影。

我市聚力打造“常有众扶”民生名
片，今年以来，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
高到每人每月1020元。同时，我市率
先落实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新标准，临

时救助资金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56.79%（截至10月底）。

为了提高帮扶精准化水平，我市
为6万多特殊困难对象建立“一户一
档一策”，建立完善大额医疗支出、交
通事故、自然灾害等主动预警体系，实
施“暖心护航”困难群众关爱行动，实
现对近3000户重点帮扶对象居家安
全的智能监测。

今年，我市实施“冬暖夏凉”行动，
为全市1.2万户低收入家庭赠送一次
性200度用电；开展“常有众扶”微心
愿项目，为1600余户重点帮扶对象发
放空调等爱心包。

12月上旬，我市发布“社区主理
人”治理体系发布活动，以通过创新社
区主理人模式，激发社区治理内生动
力，为居民参与社区、融入社区创造新
的空间。这是我市在基层治理中又一
创新性举措。

今年以来，我市积极探索创新社
会治理新模式，通过健全完善社会治
理体系，打通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
努力建设和谐有序、共建共享的幸福
家园，让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
美好。

今年，我市公开招录城乡社区工

作者 298 人，其中社区工作者 241
名，社区工作者月基础工资进一步增
加。我市启用许巧珍城市党建实训
基地（社工培训基地），首批评定5A
级社工34名，举办“全科社工”业务
技能大赛和社区品牌展示交流活
动；在溧阳成立江苏乡村治理现代
化研究中心，会同钟楼区编制“人人
社区”建设指南，举办基层治理创新
与服务典型案例展示交流会，2区7
镇（街道）入选全省首批“五社联动”
机制创新试点，全省覆盖率最高，天
宁区获评江苏省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成果奖1项。
牵头修订“一套表”“两本账”“三

清单”，切实为基层减负。今年以来，
我市新建和提升改造20个社区综合
服务设施，新增28个全科社工服务示
范窗口、600余名全科社工，举办首届

“福彩杯”最美城乡社区公共空间“微
改造”项目评选活动；新增5A级社会
组织5家、江苏省“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示范点”3个、“先进社会组织”5家、

“最美社工”3人，开展行业协会商会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减轻企
业负担近17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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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事业：破解养老难题，让“常有颐养”更有温度

“屠奶奶，您好，我又上门来为您
服务了！”从11月中旬开始，护工谢建
芬每周两次来到三家村小区93岁、独
居老人屠琪玉的家里，为其提供家庭
养老照护床位的相关服务。每次一个
半小时的服务，她为老人打扫卫生、收
拾家务、换洗床单、剪指甲。干完活，
她还陪老人聊了会儿天。

屠琪玉老人年纪大了，有眼疾，属
于轻度失能老人。今年9月，在社区
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她成功申请了家
庭养老照护床位。

“我干不动家务活了，一直盼着有
人能帮帮我。现在，政府出钱为我请
护工，给我解决了这个难题。”屠琪玉
说，护工的服务除了一般的家政服务，
还包括陪诊、买菜、做饭等，而且给她
在家里安装了紧急呼叫智能设备，让

她的养老生活更安心。
今年以来，为了解决和屠琪玉一

样年龄较大的独居、孤寡、空巢等轻度
失能人员照料困境，我市于今年11月
起试点推行家庭养老照护床位，以政
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免费为钟楼区和
天宁区80岁以上独居、孤寡、空巢的
生活困难老人提供家庭照料、康复保
健、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等整合照护服
务，安排护工每周提供2次上门服务，
每天 1次线上探视。目前，我市有
312名轻度失能老人率先享受了家庭
养老照护床位的服务。

此外，我市还推出诸多举措，推动
养老均衡化发展。围绕“常有颐养”，
我市出台实施意见推进基本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立
法调研，编制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布局

规划，全市获评等级养老机构95家，
占比达84.8%，新北区养老机构护理
型床位占比率先达到100%。

“一户一案”为2507户特殊困难
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居家养老上
门服务覆盖15.8万老年人。其中，天
宁区创成全省首批示范性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网络地区。

今年以来，我市建设40个示范
性乡村互助养老睦邻点，新建、提升
11 家镇（街道）综合性养老服务中
心，在全省率先实现镇（街道）全覆
盖。常州经开区遥观镇留道社区获
评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实施

“银发助餐”工程，新增32个老年助
餐点，全市累计建有助餐点380个，
引入本土知名餐饮品牌企业运营，日
均供餐1.78万余份。

基层治理：建设幸福家园，让群众生活更舒心

社会事务：用心延伸服务触角，让便民服务更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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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市民
政局扎实推进主题教育，通过主题教育读书
班、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课进基层”、

“民政党员先锋直通车”等，示范带动理论学
习走深走实，在党建业务深度融合上取得了
新的突破。

市民政部门以党建为引领，聚焦聚力保
障和改善民生等重点工作，始终把群众关切
放在首位，在社会救助、社会治理、养老服务
等方面精准发力，不断推进民政工作改革创
新，用实际行动书写了一份份温暖幸福的民
生答卷，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本版撰稿：吕洪涛 常民轩
本版供图：王栋 市民政局

15.8万人
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已经连续多年列入我市民

生实事项目，购买服务已覆盖15.8万高龄老年人。

11家
今年，我市新建提升镇（街道）综合性养老服

务中心11家。目前，全市共建有集日间照料、康
复护理、文体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镇（街道）综合
养老服务中心62家，实现镇街道全覆盖。

32个
今年，我市新增32个老年助餐点。通过“公

建公助+社区食堂”“餐饮企业+社区食堂”“中央
厨房+助餐配送”等多种模式，引导优质的社会餐
饮企业参与助餐服务，全市社区老年助餐点达
380个，日均供餐1.78万余份。

2507户
今年，我市为2507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

实施适老化改造。在改造中，坚持“一户一案”的
原则，聚焦家庭无障碍环境提升、设施设备更换、
智能技术应用、老年用品配置等功能，提升居家养
老安全感和舒适度。

40个
今年，我市建设40个示范性乡村互助养老

睦邻点，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文体活动、
助浴助餐、探访关爱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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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车站启用玫瑰车站启用，，新人在周六也可以领证了新人在周六也可以领证了。。

老人在养老机构内做康复训练。。

寒潮来袭，市救助管理站对流浪人员展开救助。。

市福利院医护人员查看院内老人健康状况市福利院医护人员查看院内老人健康状况。。

我市探索我市探索““社区主理人社区主理人””
基层治理机制基层治理机制。。

一些助餐点专门为老人设置了爱心专座一些助餐点专门为老人设置了爱心专座。。

市儿童福利院的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开展活动市儿童福利院的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开展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