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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万事，民生为大。

2023年，我市实施养老、社区、

殡葬等民政项目 75 个，发放社会

救助资金 7.07 亿元，农村互助幸

福院达到 1141 所，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实现了全覆盖，145 所养老服

务机构接入市级“智慧养老”平台

统一监管，建成了县、镇、村三级未

成年人保护体系，全市布设康复辅

助器具配置服务站点 307 个……

一张张温暖的民生图景映照

万家灯火，一曲曲感人的民生赞歌

传唱百姓心声。今年以来，全市民

政系统以“三个年”活动为牵引，紧

紧围绕全市“十项重点任务”，聚焦

群众急难愁盼，抓项目、保基本、强

治理、优服务，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用一件件落地的民生实事让百姓

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加快推进民政项目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前不久的一天，宝鸡朴萱医养

院里传出阵阵欢笑声，原来是小朋

友和老人们在玩“你画我猜”和“击

鼓传花”的游戏。今年 4 月 26 日建

成投用的宝鸡朴萱医养院，是我市

首家集医疗、康复、养老、护理为一

体的高品质医养结合机构，在为失

能、半失能老人提供优质生活照护

服务的同时，充分发挥医护人员专

业优势，解决老人看病难、康复难、

急救慢的问题。

近日，我市又一民生项目——

中央厨房助餐项目，在宝鸡高新区

建成运营。目前，这个中央厨房已

经开始为部分学校配送午餐，同时

与各养老机构、日间照料中心、社

区对接老年人助餐服务、养老食堂

建设，丰富了我市学生午餐供应和

养老服务供给。

日前，位于市区东风路中段的

宝鸡天佑康复医院项目正在加快

建设，预计明年 6 月底建成投用。

该项目是宝鸡市养老服务工作招

商引资和社会化运营的一个成功

案例，项目总投资 6720 万元，建筑

面积 12400 平方米，设置床位 350

张，主要为老年人提供专科护理、

营养膳食、康复文娱等服务。

2023 年，我市实施养老、社区、

殡葬等民政项目75个，总投资5.72

亿元。目前，投资 2.15 亿元的市殡

仪馆改扩建项目，争取到位第一批

专项债券资金8000万元，部分主体

工程已完工；投资 3100 万元的天

佑老年公寓、8000 万元的长者健

康餐中央厨房、3000万元的宝鸡朴

萱医养院建成投用；投资 6720 万

元的宝鸡天佑康复医院开工建设；

康复辅助器具展示体验中心投入运

行，建立辅具配置服务点307个，配

备辅具 5500余件，实现了租赁服务

县区和重点镇街全覆盖。另外，民政

系统今年还申报新增中央投资项目

121个，总投资42.37亿元。

社会救助分层分类  确保兜牢民生底线
今年3月，我市被确定为唯一一

家地市级全国社会救助信息核对电

子授权应用等内容试点城市，这意味

着群众申请低保救助等业务，可以不

用提交纸质版核对材料，只要申请人

以及家庭成员通过支付宝App上的

“扫一扫”扫描乡镇（街道）提供的二

维码，即可进行人脸识别完成授权，

大大节省了时间和成本。

我市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

负责、民政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

与”的社会救助工作机制，构建了

“五层八类”社会救助体系，将救助

对象精准划分为五个圈层，分别实

施低保救助、特困供养、受灾人员

综合施救、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

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等八

类救助，有效发挥了社会救助托底

线、救急难、保民生的作用，困难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大幅提升。

我市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

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兜底保障

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放宽低保准入

条件，该做法被陕西省民政厅《工作

动态》转发推广；出台了《深化党建

引领推进社会救助工作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着力加强党对社会救

助工作的领导；修订印发了《宝鸡

市城乡居民临时救助实施细则》，重

新明确和规范了救助范围和标准；

重新修订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

务“四方协议”，委托第三方集中托

养农村特困精神障碍患者120名。

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我市低

保标准由每月610—630元统一提

高到每月 662元，农村低保标准由

每年 4920 元提高到每年 5964 元，

增幅分别达到 6.77%、21.22%。

全市共纳入城市低保对象 6449户

10146 人、农村低保对象 38996 户

87319人、特困人员7405户 7482人

（集中供养 2508人、分散供养 4974

人），实施临时救助10280人次。 

养老服务提高质量  守护老人幸福晚年 

“早餐有包子、馒头，午餐有米

饭、面条，种类丰富又便宜。这里有

专业的陪护、工作人员，还成立了

老年大学，我们老年人的业余生活

品质提高了，住在这里很舒心。”因

为子女在外地工作，85 岁的任玉

霞和老伴成了“空巢老人”，他们已

经在宝鸡惠生活养老服务中心生

活了 4年。目前，像任玉霞老人一样

在宝鸡惠生活养老服务中心接受

照料的有 14位老人，服务中心不仅

针对老年人开设了各类兴趣课程，

还与宝鸡高新区东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联动实现医养融合，与宝鸡高

新医院建立绿色通道，全面保障颐

养老人的身体健康。

宝鸡惠生活养老服务中心的

“幸福事”是我市优化养老服务供给

的一个缩影。今年，我市新建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8个、镇街区域

养老服务中心30个，改造提升敬老

院5所，完成适老化改造3180户，在

57所养老机构建立了微型消防站。

目前，全市现有公办养老机构26所、

民办养老机构31所、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191个、农村互助幸福院

1141所，总床位数2.54万张。另外，

我市将145所养老服务机构重点部

位接入“智慧养老”平台统一监管，

依托27个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内设餐厅为7.7万人（次）老年人

提供了助餐、送餐服务，养老服务供

给更加优化、更加精细、更加多元。

基层治理科学高效  幸福社区成色更足
前不久，陈仓区虢镇街道东街

社区开展了一场夫妻互赞活动，李

蜀秀和王智绪的爱情故事，让左邻

右舍既感动又羡慕。今年，东街社

区创新推出“十小自治”，即建立“小

清单”、搭建“小平台”、制定“小公

约”、办好“小事务”、化解“小矛盾”、

维护“小治安”、组织“小活动”、开展

“小帮扶”、开设“小讲堂”、建好“小

阵地”，促进了社区幸福和谐稳定。

互赞活动通过开展婆媳互夸、夫妻

互赞等小活动，用身边“好婆婆”“好

媳妇”的鲜活事例，引导社区居民

见贤思齐、崇德向善。

今年以来，凤翔区民政局招聘

社区专职人员 18 名、社工 14 名，

充实优化社区工作人员队伍；落

实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三岗十八

级”薪酬体系，搭建职业晋升阶梯、

拓宽晋升渠道，为“幸福型”社区建

设补充新鲜血液和力量；社区经

费标准全面提高，落实每个城镇社

区每年办公经费和服务群众专项

经费 20 万元，做到社区人才保障、

资金保障、政策保障“三保障”，助

力“幸福型”社区建设落地有声。

凤翔区的实践是我市“幸福型”

社区建设的一个鲜活事例。今年，全

市民政系统专班推进 79 个“幸福

型”社区建设，健全了社区工作者职

业体系，在全市城镇实施社区工作

者“三岗十八级”职业体系薪酬待

遇制度。完成了 26个大社区拆分，

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城镇社区服务

站实现了全覆盖，建成市县社工总

站 14个、镇（街）社工站 116 个、社

区（村）社工室 242 个，培育发展社

区社会组织4111个，社区让群众的

“幸福底色”更足。

落实儿童福利政策  托起孩子美好明天 
今年端午节当天，60 名残障

儿童参观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学

习了端午节的历史典故，制作了五

彩绳和包粽子。暑期，市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走进渭滨区高

家镇晁峪村，通过开展小游戏，让农

村留守儿童学习了防溺水知识，提

升了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8

月份，宝鸡新星流浪儿童援助中心

救助了 3名儿童，在陇县温水镇温

河村对 6名儿童开展入户走访评估

工作，并在市区周边 7镇 9村开展

2023“十县百镇千村牵手助爱”暑

期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活动。社

工通过开展小组活动、心理疏导、法

规政策宣讲、亲子沟通能力提升讲

座等服务活动，确保农村留守儿童

度过一个丰富多彩的快乐暑期。

宝鸡市儿童福利院自 2011 年

实施模拟家庭养育模式以来，为孩

子们建立了固定的亲子依恋关系，

培养儿童与“父母”的感情。目前，

有 11 户 40 多名孩子在模拟家庭

生活。同时，市儿童福利院还通过

集中养育模式，对孤残儿童 24 小

时的起居、饮食、活动等养护工作

进行细化，用科学的管理体系来保

障孤残孩子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

截至目前，我市建成县级未保

中心7个、镇街未保站86个、村居“儿

童之家”139个，陇县儿童福利院完

成向未保中心转型发展。我市开展

“情暖新春 共护未来”“奋进新征程，

同心护未来”“十县百镇千村牵手助

爱”等关爱活动50余场次，3000余

名儿童直接受益。目前，全市保障孤

儿255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442名。

推进婚丧习俗改革  树立健康文明新风 
8 月 25 日，我市召开首批地名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新闻发布会，陈

仓区、凤翔区、岐山县等 8个县区被

命名为千年古县，虢镇、彪角镇、九

成宫镇等 9 个镇被命名为千年古

镇，大散关村、虢王村、车辙村等 22

个村被命名为千年古村落，陇县儒

林巷被命名为古街巷，马道巷、斗

鸡台、店子街被命名为历史地名。

当天，我市认定地名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 88个。这次命名活动，是

我市传承优秀地名文化、赓续历史

文脉，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地

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建立，有利

于更好地推动社会各界关注并参与

地名文化宣传保护。今年，市民政局

还对14条道路实施了命名更名。

从今年 6 月 1 日起，我市各县

区婚姻登记处全面开通婚姻登记

“跨省通办”业务。今年以来，全市

共办理结婚登记 14101 对、离婚登

记 3675 对、补领证件 5057 对。

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是乡村

振兴、促进乡风文明、改变农村面

貌的一件大事。今年，全市新建农

村公益性公墓 18 个，现有城市公

益性公墓 12 个、农村公益性公墓

383 个、经营性公墓 14 个、殡仪馆

10 个。我市持续深化殡葬改革，进

一步规范殡葬管理，优化殡葬公共

服务，提升殡葬服务供给，引导市

民群众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移风

易俗、破除陋习，树立先进的丧葬

观念，提倡健康、文明的丧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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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民政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积极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

作理念，聚焦民生关切，进一步兜牢

基本民生底线，激发基层治理活力，

提升社会服务水平，用心用情做好

民生答卷，实实在在托起百姓幸福。

面向新征程，我市民政部门将坚定

不移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把民之所

盼作为政之所向，把民之所需作为

政之所为，以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绘就最美“民生画卷”。

千阳县社会福利中心老年人活动

麟游县南坊社区居民议事

老人在日间照料中心包饺子

集中托养的特困人员过集体生日

用心用情绘就民生
——市民政局 2023 年工作亮点扫描

本报记者 刁江岭

幸福画卷

留守儿童聚餐

志愿者陪留守儿童读绘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