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日前从“贵州民政这五

年”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民

政系统近五年来通过健全老龄

工作制度机制、基本养老服务体

系等，让老年人社会保障更加坚

实，让“晚年幸福”触手可及；不

断完善儿童福利政策制度，持续

提升儿童福利水平。

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提高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

老金最低标准 20元，每人每月
达 153元；贵州全省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5%以上；
累计完成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
康体检 339.49万人、城乡社区规
范健康管理服务 304.98万人；深

入开展“健康敲门行动”，2024年
为 12.15万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
健康服务。

贵州省民政厅办公室副主任

邹杰表示，贵州民政系统通过完

善养老服务政策体系、持续推进

居家社区养老探索创新、推进养

老机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等举

措，不断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让“晚年幸福”触手可及。贵州省

民政厅推动出台《贵州省养老服

务条例》《“十四五”贵州省老龄事

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等

政策法规，发布《贵州省基本养老

服务清单（2023版）》；积极争取世
界银行 3.5亿美元、法国开发署 1

亿欧元联合融资贷款贵州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项目等。贵州全省在

运营社区养老服务站 1330个、老
年助餐点 198个。

在推进养老机构标准化规

范化建设方面，贵州省民政厅养

老服务处负责人米建说，贵州从

2021年开始，每年都部署打造标
准化养老机构，先后投入省级财

政一般预算、省级福彩公益金、

世行项目资金等各类资金 13.05
亿元，打造标准化养老机构 287
个，改造床位 3.41万张。贵州还
全面落实养老机构相关标准规

范，标准化养老机构受到老年人

普遍欢迎。目前改造的标准化养

老机构已投入运营 212个、床位
2.71 万张，已入住 1.52 万老年
人，入住率达到 56.1%，其中 27
个县区的标准化养老机构平均

入住率超过 70%，收到了良好的
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

贵州还制定留守儿童、流动

儿童和困境儿童关心关爱、孤独

症儿童康复、儿童福利机构优化

提质等方面的政策文件 33 个；
连续 5 次提高孤儿基本生活保
障标准，集中养育和社会散居孤

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分别增加

到 1900元/人/月和 1400 元/人/
月；将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纳入医保全额资助范围，并参照

特困人员享受相应医保报销和

医疗救助政策。2021年以来，贵
州累计投入 8800余万元实施孤
儿助学工程，惠及 8800余人次。
贵州全省 1510个乡镇（街道）、
1.8万个村（社区）实现儿童督导
员、儿童主任全覆盖。

贵州省民政厅儿童福利处

处长余丽红告诉记者，通过推进

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推进儿

童福利机构和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机构创新转型、提升儿童福利

机构精准化管理精细化服务能

力等举措，贵州推动儿童福利机

构不断优化升级。

2019年以来，贵州累计支持

16 家儿童福利机构实施优化提
质工程，通过优化机构功能布

局，完善设施设备等，全面提升

机构养育、康复、教育、医疗、社

会工作一体化服务功能和安全

防范能力，切实改善了 2000余
名在福利院儿童的生活成长环

境。2024年建成了三级甲等省级
孤残儿童康复中心，着力打造

“康复治疗+人才轮训”的儿童康
复基地，目前已组织首批 121名
在福利院重残儿童进行集中治

疗康复。贵州还推动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机构实体化运行，探索

“机构+社会组织+专业社工+儿
童主任”模式，加强基层儿童关

爱服务网络建设，为困境儿童提

供委托照护、日间照料、个案帮

扶等服务 6000余人次。
下一步，贵州将完善“一老

一小”服务体系，并将其纳入

2025年贵州省扎实办好“十件民
生实事”之一。贵州计划新增 100
个示范性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打造 30个标准化养老机构，
为 2 万名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
居家上门服务，完成 8000户特
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实施 3 个市级儿童福利机构优
化提质项目，新增床位 470张，
实施 250 个儿童之家服务能力
提升项目。 渊据中国新闻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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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院让野晚年幸福冶触手可及 持续提升儿童福利水平

近日，天津市商务局等 18
部门印发《天津市进一步提升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水

平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从进一步健全生活服务

体系、提升消费业态服务水平、

丰富生活服务场景、营造利商

兴商的环境氛围等方面提出重

点任务，打造多元化、多层次的

消费场景，推动便民商圈与养

老服务圈、文化休闲圈、健康健

身圈、金融服务圈、快递服务圈

等和融共促，不断扩大城市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覆盖范围。

《方案》提出，在居民“家门

口”（步行 5—10分钟范围内），
天津市将优先配齐购物、餐饮、

家政、快递、维修等基本保障类

网点，并引进智能零售终端；在

居民“家周边”（步行 15分钟范
围内），因地制宜发展文化、娱

乐、休闲、社交、康养、健身等品

质提升类业态。

其中包括，发展“一店一

早”，鼓励大型综合超市下沉社

区市场，推动品牌连锁便利店

（社区超市）进社区，搭载代扣

代缴、代收代发、打印复印等便

民服务。以早餐店、小吃店、“便

利店+早餐服务”、“互联网+早
餐服务（不含食品摊贩）”等为

主体，构建多层次早餐供应体

系，让居民吃得好、吃得方便。

在补齐“一菜一修”方面，

做好菜市场提升、改造、补建，

支持有条件的菜市场引入便民

业态，拓展服务功能。鼓励市场

主体加大对生鲜超市、果蔬菜

店、智能果蔬售卖柜等的投资

布局。鼓励规范有序发展包含

修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功

能的社区工坊，利用社区闲置

空间或菜市场摊位，为“小修小

补”提供场地。

《方案》还特别关注“一老

一小”需求，提出加大智慧健

康养老产品供给、智慧健康创

新应用、智慧养老服务推广。

充分发挥家政企业作用，培育

社区经济，努力实现社区家政

能力全覆盖。鼓励家政、护理

人员进社区，拓展生活照料、

健康管理、康复护理、精神慰

藉等居家养老服务。各类消费

场所应保留现金、银行卡等传

统支付方式和面对面人工服

务，引导设立老年人、母婴专

柜和体验店。

《方案》提出，推动区级托

育综合服务指导中心、社区托

育服务设施建设，支持有条件

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强普惠

托育服务供给能力。鼓励社区

商业中心、综合服务中心、党群

服务中心等场所因地制宜地建

设母婴设施并悬挂引导标识。

支持发展嵌入式、标准化的托

育机构和托育点，提供全日托、

半日托、临时托、计时托等平价

服务。开展普惠托育专项行动，

构建以社区托育服务、幼儿园

托班、用人单位福利性托育服

务等为主要类型的托育服务网

络，建成一批具有带动效应、承

担一定指导功能的托育服务机

构。推进“医育结合”“产教融

合”，引导医疗卫生和职业教育

机构支持托育服务发展，将健

康元素和人才建设融入其中，

提升托育服务内涵质量。

渊据叶中国妇女报曳冤

近日，记者从“江苏民政这

五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江苏省民政事业取得明显成

效，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

出了积极贡献。

五年来，江苏省根据居民遇

困情形的变化，相继出台低保工

作规程、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

困难家庭认定办法、特困人员认

定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不断

调整完善救助认定条件，适度降

低准入门槛，强化扩围增效；同

时，打破户籍地限制，推动实现

由急难发生地直接实施临时救

助，将临时遇困群众及时纳入救

助范围。

江苏省持续深化“温情救

助”改革，构建分层分类社会救

助体系，实现低保标准城乡一

体、市域统筹，全省共保障低保

对象 64.5万、特困人员 20万，低
保标准平均每人每月 873元，89
万建档立卡对象通过低保或特

困供养实现脱贫。

江苏省还加强特殊群体保

障，近 20万经济困难的高龄、失
能老人获得养老服务和护理补

贴，孤儿集中和分散养育标准位

居全国前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分别惠

及 105.3万人、108.2万人，累计
实施临时救助 120万人次，救助
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等临时遇

困人员 12余万人次，精神障碍
社区康复服务点实现县（市、区）

全覆盖。

五年来，江苏老龄政策法规

体系逐步完备，全省医疗保障水

平不断提升，长护险制度在 13
个市实现全覆盖。各地成功创建

163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
区，培训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

227.44万人次。
江苏省着力构建“苏适养

老”服务体系，全面建立基本养

老服务制度，率先完成老龄机构

改革任务，全省共建成养老机构

2200余家、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 1.8万个、助餐点 8000余家、
互助养老睦邻点 2066个，为 358
万老年人提供政府购买居家上

门服务，为 24万户家庭实施适
老化改造，初步形成原居享老、

社区安老、机构颐老“三位一体”

的养老服务发展格局。

在为小方面，江苏省倾力打

造“苏童成长”服务品牌，建成乡

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站 1487
家、选配村（居）儿童主任 2.3 万
名，率先创建“3+4+N”困境儿童
“主动发现”机制，精准保障 47.5
万困境儿童，关爱保护 2.05万留
守儿童，全面摸排建档流动儿

童，纳入关爱保护范围，呵护困

境儿童健康茁壮成长。

渊据叶南京日报曳冤

江苏民政交出五年惠民利民成绩单
野一老一小冶服务更优

天津院
优化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满足野一老一小冶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