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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救助+慈善帮扶 全方位解民忧纾民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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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太感谢政府的好政策

了，让我们这个家有了希望！”近

日，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胜利街

道的低保户刘英收到了市、区两

级慈善总会 21 万元慈善救助
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2022 年初，刘英确诊白血
病，因白血病复发进行了骨髓移

植，最近一年住院 9 次，住院费
用 73万余元，经医保、惠东保等
报销后，个人自付了 29万余元，
高额的治疗费用几乎压垮了这

个普通家庭。“当时感觉天都塌

下来了。”刘英的丈夫说。为了陪

伴妻子长期治疗，刘英的丈夫辞

掉了工作，家中还有两个孩子，

家庭生活难以为继。

胜利街道了解情况后，迅速

帮刘英办理了临时救助手续，并

将其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

围。随着治疗费用持续增加，今

年 8月，开发区民政部门启动商
业保险救助，给予了 1万元的紧

急救助；9月份，开发区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保障领导小组又启动

“一事一议”程序，为她家发放

3.5万元急难专项救助金；同时，
市、区两级“救急难”专项基金管

理委员会在核准刘英实际情况

后，给予其 21万元慈善救助金。
针对像刘英一家这样突遭

急事难事的困难家庭，东营市创

新急难综合救助模式，提高“救

急难”基金救助效能，探索商业

保险救助新模式，“一事一议”加

大救助力度。“对于患重病生活

特别困难的群众，扣除相关医疗

保险和医疗救助后，我们还提供

包括临时救助、商业保险救助、

‘救急难’基金小额救助、县区

‘一事一议’救助、市县‘救急难’

基金救助等在内的五重保障，这

样困难家庭将获得最高超过 28
万元的救助资金，确保其生活

‘过得去’。”东营市民政局社会

救助科科长魏峰介绍道。

野物质+服务冶院
多维度袁精准化帮扶

东营市以破解低收入人口

“急难愁盼”需求为导向，创新搭

建面向低收入群体提供综合救

助帮扶、贯彻县乡村三级的社会

救助服务联合体 (简称“救助
体”），促进社会救助向“保基本、

防风险、促发展”转变。

今年 75岁的成大娘是河口区
义和镇的低保户，因病导致行动不

便，儿子照顾她的日常生活，但因

为缺乏专业照护知识，又无法外出

工作赚钱，一家人的生活比较困

难。2022年，河口区实施“情暖夕
阳”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关爱项

目，民政部门筹集慈善资金为成大

娘购买了居家养老服务，每周上门

为其提供助餐、助洁、助浴等服务，

成大娘的生活质量有了较大提升。

同时，其儿子从繁重的日常照

护中解脱出来，找到了新工作，一

家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为成大娘一家带来新生活，得

益于东营市探索“物质+服务”救助
模式，实施“情暖夕阳”关爱项目，

低收入家庭失能老年人可免费享

受每月不少于 12小时的居家养老
服务或低价进入养老机构。同时，

该市建立“荧（营）光行”社会救助

关爱机制，组建荧（营）光行服务

队，为特殊困难群众提供资源链

接、心理疏导、社会融入等服务，实

现低保、特困、孤困儿童等 2.33万
困难群众帮包联系全覆盖。

此外，东营市积极引导公益

慈善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率先设

立“护航未来”儿童关爱基金，投

入 200万元慈善资金，将 23名边
缘困境儿童纳入保障范围；对

964户符合条件的高龄、失能、残
疾等困难老年人家庭给予适老

化改造，配备手杖、轮椅、护理

床、无障碍坡道等设施。广饶县

投入 20万元开展“绽放梦想阳
光助残”等公益项目；开发区实

施“为爱出行”公益轮椅投放项

目，4小时内老年人、残疾人免费
使用，超时收入注入慈善账户。

野监管+激励冶院
多管齐下袁融合发展

累计捐款捐物 4.5 亿多元，
先后荣获“全国慈善会爱心企

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特

殊贡献奖”“山东慈善奖”等百余

项荣誉称号……东营齐润化工

有限公司的“掌舵人”李明刚，将

慈善事业作为自己的第二事业，

致力于扶贫攻坚、乡村振兴、困

难帮扶、自然灾害救助、教育提

升、疫情防控等多领域，发挥了

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

在东营，像这样热心慈善的

企事业单位和爱心人士还有很

多。据东营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

绍，为了强化激励支持，东营市对

在社会救助领域作出突出贡献、

具有良好社会影响力的慈善组织

等公益慈善力量，给予表彰并适

当予以政策倾斜。2024年前三季
度全市慈善组织共接收慈善捐赠

3.58亿元，慈善活动支出 3.65亿
元；积极推进慈善文化建设，在全

市打造慈善基地、慈善空间，截至

目前共打造完成 50处慈善空间，
通过以点带面的辐射作用，让慈

善救助帮扶工作更加深入人心。

为强化对救助资金的监督检

查，东营市健全民政、慈善、公安、

司法联动监督机制，定期开展专

项检查，明确依法追究责任的情

形，严防挤占、挪用、套取资金等

行为。为了提升公众的信任度，东

营市通过乡镇、村（社区）社会救

助公开栏、网络媒体等进行信息公

开，广泛接受群众监督。慈善总会

明确捐赠资金与管理费用两条线，

每月公示捐赠救助明细，确保慈善

资金使用公开透明。 渊据人民网冤

“社区食堂就在小区门口，

下楼就能吃上热乎饭，实在是太

方便了。”72岁的社区居民王大
爷赞不绝口。近年来，辽宁省凌

源市积极采取政府推动、市场运

作、社会参与的方式，搭建起覆

盖广泛、便利可及、平价质优的

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以社区食堂

精细化建设为突破口，深入推动

15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满足养
老服务多样化需求，让老年人就

近吃上“暖心饭、放心菜”。

如何进一步完善老年助餐

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在家门口

享受“幸福”的味道？凌源市积

极推进现有养老服务体系拓面

增容、赋能增效，让老年朋友及

全体市民共享振兴发展成果。

目前，全市已完成 18 家社区食
堂选址工作，5 家社区食堂已
经投入使用，受到老年人和社

会的一致好评。

规划先行，实现合理布局。

社区老年食堂建设初衷是为居

家老人，特别是空巢老人、失能

老人、独居老人提供助餐服务。

结合老年人的生活特点和实际

需求，凌源市按照 15分钟便利
服务标准，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将社区食堂设置于社区接合部，

选择在交通便利、环境优美、便

于老年人出行的地点。

精准摸排，用活现有资源。

凌源市民政局经过深入分析研

判，深刻认识到，制约社区食堂

建设归根结底还是食堂用房问

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凌源市采

取由民政部门牵头，整合社区公

益用房资源的办法，推动解决社

区老年食堂用房 3000 余平方
米，相当于政府变相投入资金

1800多万元。目前全市已解决食
堂用房 18处，每处建筑面积不
低于 120平方米，极大缩短了建
设周期。

品牌引领，满足用餐需求。

社区食堂通过政府主导，选择与

有资质、有爱心的中央厨房供餐

企业———“辽宁朝阳鸿翼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进行合作，实行社

区餐厅统一配餐。公司日供餐能

力达到 5万人次以上。他们根据
老年群体特点，设计低盐、低油、

少糖的老年食谱，定期更新菜

单，不断调整荤素菜、粗细粮搭

配，做到营养均衡，既保障了饮

食安全，又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

质量。

优化服务，推进社区治理。

在经营主体上，凌源市采取向社

会招标的办法，交付有能力的个

人经营和提供服务，政府指导定

价，经营主体与政府民政部门签

订合作协议，接受政府相关部门

及社会公众监督；同时，招聘具

备专业技能和服务意识的员工，

为老年人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

确保服务质量，推动经营主体和

服务对象实现互利共赢。

接下来，凌源市在建好用好

社区食堂的同时，启动农村老年

食堂建设试点工作。通过释放农

村公办养老机构资源，“打开围

墙”开展赋能助老服务，支持农

村互助幸福院建设等方式，推动

社区老年食堂建设向农村延伸。

立足于助老，拥抱全社会，

一间小小的社区食堂，承载的也

是整个城市的人间烟火。

渊据叶辽宁日报曳冤

办社区食堂让老年人就近吃上暖心饭要要要
辽宁省凌源市推动 15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

春风化雨润民生，一枝一叶总关情。近年来，山东省东营市将困难群众的所思

所盼放在心间，强化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有效衔接，深化急难专项救助制

度改革，实施急难救助综合兜底，探索“物质 +服务”救助模式，引导慈善组织设立特

色慈善项目，通过“监管 +激励”，营造良好氛围，全方位解决困难群众急难愁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