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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去的中秋节，花苑社区郑姨的

心是暖的。她身患尿毒症以及高血压、风

湿等基础疾病，近年又不幸遭遇车祸，好

在有大病困难救助政策、低保及低保边

缘家庭救助政策、临时救助政策和慈善

救助等为她“兜了底”。临近中秋，政府工

作人员带着粮油、月饼等爱心物资又一

次来到她家，嘘寒问暖，为她鼓劲。

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系着

一群最需要帮助的市民。党的十八大以

来，全市民政系统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

的工作要求，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全市

民政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呈现新气象。

从香山长者饭堂一顿顿热气腾腾的饭

菜，到“童心向阳”品牌项目中孩子们的

欢声笑语；从大病困难帮扶、教育困难救

助、困难家庭住房改造到创新建立“7+6+

N”分类关爱服务机制；从婚姻登记跨省、

跨市通办到“乡村著名行动”助力“百千

万工程”……在一项项惠民措施、一件件

民生实事中，市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

的温暖。

本报记者 徐钧钻 通讯员 钟民轩

■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
提升社会救助效率

天有不测风云，郑姨没想到意外会如
此突然。那是 2023年 8月的一次外出，郑
姨因一场车祸使得脊椎受伤，本就不富裕
的家庭雪上加霜。

“那时，我真不想再连累家人。”郑姨
动情地回忆说，“还好，社区工作人员和社
工主动及时找到我，给了我这么多帮助。”

东区街道花苑社区党委副书记陈泳
娟说，郑姨一家比较特殊，其儿子离异后
长期在外打拼，收入不高。留下15岁的孙
子小宇（化名）与 68岁的她相依为命。郑
姨车祸前患有尿毒症、心脏肥大、高血压、
风湿等慢性疾病，早年房产已变卖，本是
社区重点关注的对象。得悉郑姨家庭实际
困难后，陈泳娟等社区工作人员根据郑姨
情况协助其办理了低保边缘家庭救助。不
仅如此，郑姨作为低保边缘家庭的重病患
者，单独纳入低保，每月收取低保金，基本
生活有了保障。

之后，东区街道还根据困难群众“7+
6+N”分类关爱服务机制，为郑姨一家精
准匹配了适用的救助政策，从大病医疗、
教育救助、住房保障、心理健康等多方面
给予支持，帮助她重燃了生活希望。“现在
政府对我都很关心，我没有什么愿望，就
希望看到孙子顺利毕业，找份好工作。”

像郑姨这样通过政策主动发现，得到

精准救助、解难纾困的个案，中山还有很
多。近年来，我市先后出台《中山市改革完
善社会救助制度实施方案》《中山市最低
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支出型贫困家庭救
助办法实施细则》《中山市临时救助实施
办法》《中山市相对困难对象主动发现及
精准救助帮扶长效机制》《困难对象主动
发现和快速响应工作指引》等政策文件，
分“低保和特困”“低保边缘和支出型困难
家庭”“其他困难群众”3个救助圈层，分
别给予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
难社会救助和社会帮扶。通过建立和完善
困难对象主动发现和快速响应机制，运用
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预警信息，实时
监测全市 3.6万名低收入人口生活，实现

“政策找人”、精准救助、高效救助。
我市还积极推进社会救助制度一系

列的改革创新，全省先行先试探索创建
“信用+社会救助”制度，创新建立困难群
众“7+6+N”分类关爱服务机制，及时、主
动、精准地解决困难群众的“急难愁盼”，
实现从“群众上门”到“干部上门”“人找政
策”向“政策找人”的转变，大大提升社会
救助的质量和效率。

据介绍，2024年，我市低保标准提高
到 1225元，高于省最低标准要求 14%。目
前全市共有低保对象3416户、6330人，特
困人员1169人，低保边缘家庭369户、773
人，支出型困难家庭 9户、18人。2024年 1

至8月发放低保金6719万元、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金1580万元。

■社区“养老”托起幸福“夕阳红”
如今，西区街道彩虹社区 60多岁的

陈姨逢人便说，西区街道的社工可比孩子
还亲。之前她被诊断患有糖尿病、双膝骨质
增生，但因为对就医照护、住院流程、术
后回家等存在顾虑，陈姨虽饱受病痛折
磨，却迟迟不敢就医。社工每周嘘寒问
暖，答应将组织专业护工为其改善双膝
骨质增生的术后护理问题，打消了她的
顾虑，“过去我们都说养儿防老，现在政府、
社区和社工们提供的服务比子女还贴心。”

在火炬高新区，家住濠头村的郑伯伯
每天早上 9时准时来到联富社区综合养
老服务中心打太极、唱歌，中午在香山长
者饭堂吃饭，下午和老友们下一盘棋，悠
闲散步回家。这里实现了养老服务的“朝
至晚归”，社区养老的“朝九晚五”。

一幕幕的温馨时光，是近年来我市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养老事业、提升
老年人生活品质的缩影。

在机构养老方面，我市通过建立公办
养老机构入住评估轮候制度，在满足特困
人员集中供养需求的前提下，优先保障经
济困难的失能失智老年人、计划生育特殊
家庭老年人、重点优抚对象等养老服务对
象。在社区居家养老方面，我市连续两年发

布《中山市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在国家、省
基础上，细化设置了34项基本养老服务项
目。构建“市+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成养老服务中心
（站）305个，为老年人提供全托、日托、助
餐、保健康复、上门家政等“一站式服务”，

“15分钟养老服务圈”基本形成。
香山长者饭堂更是得到市民群众的

广泛认可。据悉，目前全市已建成集现场
制餐、堂食及外送等功能为一体的长者饭
堂 78家，遍布村（社区）的助餐点 249家，
实现全市村居老年助餐服务全覆盖。今年
8月，广东省民政厅在我市召开了全省深
化“长者饭堂”建设工作推进会，充分肯定
中山“长者饭堂”建设工作成效。

此外，儿童保护工作全面发力，社会
组织规范化管理，“双百”社工队伍建设
不断加强，审批服务、婚姻登记、地名管
理、殡葬服务等公共服务持续提质增效，
基层治理工作不断深化……近年来，一
项项民政工作可圈可点，托起了市民群
众的幸福。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市民政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全市民政系
统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紧扣人民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进一步深化民政
领域改革，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
系，绘就幸福中山的新画卷。

民生兜底更精确 社区养老更幸福
中山积极推动系列惠民举措落地，让市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

长者在中山市东区街道竹苑社区香山长者饭堂用餐。（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余兆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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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西区老旧小区的改造方向

和内容都相差不大，都是注重路面、楼梯
间、水电燃气，然后梳理出一定的公共活
动空间，尽量做到对老年人和儿童友好。”
刘和星解释，不同就在于各个小区的条
件不同，西苑新村改造翻新了楼栋外立
面，相对来说投入比较大，“因为这个小
区建成时间更长，以前房屋外立面用的
黄泥沙外墙，已经成块成块地脱落，对面
就是学校，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从安全角
度考虑我们用环保气凝胶涂料重新刷了
外立面。”

地处西区街道C位，旁边就是西区小
学分校和繁忙的富华道，这让西苑新村的

改造挑战不小。这里无法像幸福新村项目
那样拆掉绿化带，停车空间和公共空间十
分逼仄，刘和星介绍说，改造中除了到处

“挤空间”来提供公共配套之外，还向隔壁
的国资项目“借”了半条路来拓宽道路，整
个小区也“挤”出了30个停车位。

当下，西区街道正在考虑由区属保安
公司接管西苑新村物业管理，从根本上解
决没有物业管护下小区脏、乱、差现象，全
面提升小区人居环境水平。

■2023年至今开工建设190个小区
老旧小区改造，怎样才能符合住户真

实需求？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老旧小区改造
科负责人黄轰认为，这需要问需于民、不

断优化、回头看长效，这也是全市老旧小
区改造工作的关键发力点。

“以西苑新村为例，项目施工前先由
社区发放居民改造意愿调查表，共计回
收有效调查表 165份，结果显示居民对改
造的同意率高达 84.85%，参与率也达到
了 82.5%。”刘和星介绍，西区街道针对西
苑新村改造工作组织多次现场调研、随
机走访和社区讨论会，经过专家评审后
的改造方案在小区进行了公示，通过业
主委员会再次征求居民意见。开工前还
会举行宣讲会议，详细解读改造方案和
施工要求，确保改造工作科学、合理，并
真正体现居民意愿，为老旧小区带来实
质性的改善。

“中山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还注重广泛
收集居民意见和建议，及时回应居民关
切。”黄轰介绍，对居民反映施工过程中的
扬尘和噪声问题、小区交通堵塞出行不便
问题等，城建部门会积极组织施工方进行
问题整改和管理优化。

黄轰介绍，全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还
将秉承“改一个，成一片”的工作理念，就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效果开展回访，将工作
中仍然存在的短板弱项在下一个项目中
补齐、增强，同时将好的典型经验及时总
结提炼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样板。

目前，全市老旧小区改造正如火如荼
开展中，2023年至今累计开工建设 190个
小区，完工59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