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夯实民生根基
绘就幸福底色

市民政局抓实抓好民生保障、社会服务、社会
治理等，多项创新性工作走在全省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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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各级民政系统将全面学习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人民群众需求为导

向，履职尽责、开拓创新，聚焦困难群众、一

老一小、婚丧嫁娶等人生大事，全方位推进

精准保障、幸福颐养、基层治理、爱心慈善、

暖心服务等建设，在推进共同富裕道路上

展现民政担当。

在困难群众救助水平持续位居全省第

一、全国前列的基础上，开展“困难群众同

享共富”行动。稳步提高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保障标准，不断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提升

精准救助水平。

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持续完善，指导有

条件的区争创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区。

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加大“互联

网+救助寻亲”力度，帮助更多流浪人员回

归家庭，确保共同富裕“不落一人”。

“近邻+养老”服务模式不断深化，深入

开展全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

动项目。到2023年6月，全市建设不少

于1500张家庭养老床位。出台政策推动

实施老年人助餐工程，并加快完善“15分

钟养老生活圈”。

区划、边界和地名工作稳妥有序推进，

开展“区划地名优化规范”行动。指导条件

较成熟的区，积极开展撤镇设街、街道规模

调整研究。加强地名文化建设，进一步推

进标准地址二维码管理，积极推进地名信

息及时更新和共享共建。

打造“人人慈善为人人”的厦门样本，

加强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制度同慈善事业

的有机衔接，助力乡村振兴。引导符合条

件的社会组织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推动

“互联网+公益慈善”。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持续加强，开展“社区治理深度赋能”行

动。推进基层智慧治理有关工作，推进社

区治理创优争先，继续筹办海峡两岸社区

治理论坛。积极发挥社区管控组作用，夯

实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社会组织发展空间持续优化净化。深

化“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改革，简化办理

流程。探索购买服务方式加强社会组织年

报监测评价与风险监测防控。

围绕群众“人生大事”，推进文明向上

的婚俗文化改革，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颁

证活动。持续深入推进殡仪服务“逝有所

安”，加快推进人文公园（城市公益性公墓）

建设，组织做好海葬、花葬、草坪葬等节地

生态葬。

全方位推进精准保障
在推进共同富裕道路上展现担当

奋力谱写民政事业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总体要

求，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致厦门经济特区建

设40周年贺信提出的“努力率先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总目标，切实围绕全面深化改

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等

重点任务，厦门市民政局将紧紧围绕新目

标、新任务、新要求，推动民生福祉在新征

程上达到新水平，不断描绘民生幸福底色。

全市民政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

员、干部，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

来，立足民政主责主业，抓好学习成果转

化，以实际行动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厦

门民政系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同时，厦门市民政局将学习贯彻落实

市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精神与完成今年重点

工作任务、全面系统谋划明年工作思路紧

密结合起来，切实履行政府兜底线保基本

职责，全方位扩大养老服务有效供给，积极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

局，奋力谱写全市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年来，在
厦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市民政局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殷殷嘱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全面履行基本民生保障、基本社
会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等职责，全方位

推进精准保障、幸福颐养、基层治理、
爱心慈善、暖心服务等建设，全市民政
事业取得了新进展新成就，多项工作
获民政部肯定，多项创新性工作走在
全省乃至全国前列，交出了一份有温
度有亮点的民生“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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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指出，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
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
体系”，因此，保障各类特殊困难群众“一个都不能
少”，是民政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今年来，市民政
局在深化社会救助制度改革、高质量完成兜底保障
等方面出实策、办实事。

民生底线持续兜牢兜实，困难群众救助标准持
续居全省首位，全年预计发放低保金14531.28万
元。会同市财政局、市医保局等部门采取“免申即
享”方式，资助4万多名困难群众购买“惠厦保”商业
医疗保险。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实现9部
门数据共享，残疾人两项补助实现“全程网办”。引
导74家慈善组织参与救助，投入8425万元帮扶困
难群众8万多人次。

让未成年人成长得更好。今年来，紧盯全市
6059名困境儿童所需所盼，兜住兜牢未成年人基本
生活底线。落实儿童养育标准与低保标准衔接的
动态调整机制，今年7月1日起，孤儿（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基本生活费由每人每月 2l25 元调整为
2515元，增幅达18.4%，保障标准位居全国前列、全
省最高。

切实履行兜底施救责任，让每一位流浪乞讨人
士都能回归家庭、回归社会，我市救助寻亲活动成
效显著。通过“专业社工贴身沟通+互联网精准推
送”，开展“大爱寻亲 温暖回家”专项行动。目前，
已累计帮助134名流浪乞讨人员成功寻亲，铺就了
一条流浪乞讨人员平安回家的暖心之路，获民政部
肯定。

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
等基本社会服务关系千家万户。今
年来，市民政局紧盯人民群众关心
关切问题，深入拓展服务内容，稳步
提高服务质量，推动基本社会服务
普惠化、均等化、精准化。

我市养老服务体系基本建成，
被民政部评为2022年居家和社区
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试点地区。
在全省率先建成养老信息化调度机
制，涵盖全市40万老年人、46家养
老 机构、660个服务站点。普惠养
老服务资源持续扩大，多层次多样
化养老服务优质规范发展。其中，
重阳节“微心愿”活动发动社会力量
实现精准助老，全省首个高端养老
项目建设项目（泰康之家·鹭园）投
入运营。

民政系统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
善。通过大数据共享，搭建智慧民
政一体化平台，实现群众服务从“网
上可办”升级为“网上好办”，业务监
管从“被动处置”变为“主动发现”。
目前，养老、救助、殡葬等板块已率
先投入使用，日均运行大数据任务
数达110余个。此外，中华永久墓
园西侧墓区建设项目预计年底完
工；市福利中心改扩建工程将于年
内开工；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项目
已基本完成立项和征拆工作，计划
明年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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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我市民政部门围绕基
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在拓展全市高质量发展空间的
同时,激发出社会创新的新活力。

我市积极创建省级社区近邻服
务示范市，打造城乡社区自治典
型。其中，思明区“近邻社区”共建
共治共享案例获评全国基层治理创
新典型案例，全国入围的案例仅27
个；思明区嘉莲街道、同安区芸溪社
区的社区工作法被纳入全国基层干
部学习培训教材；3篇村规民约获评
省级第二批优秀村规民约（居民公
约）。

同时，完成新一届 533 名村
（居）主干任前培训。加大对社会组
织的监督执法力度，撤销僵尸型社
会组织28家。加强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培养，全市持证社会工作者达
11265人，每万人拥有持证社工人
数达21.34人，居全国前列。落实
《厦门经济特区志愿服务条例》，培
育志愿服务组织，全市注册志愿服
务队伍7345支，注册志愿者95万
人，占全市人口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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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邻+养
老”服务模式
不断深化，我
市出台政策
推动实施老
年人助餐工
程。图为在
社区食堂就
餐的老人。

◀市社会福
利中心儿童
福利院的儿
童在玩识字
游戏。

▲市民政局
举办第十八
期“民政讲习
堂”暨“喜庆
二十大·邂逅
书香民政”主
题活动。（资
料图/受 访 单
位 供图）

◀市社会福
利中心儿童
福利院开展
六一儿童节
活动。（资料
图/受 访 单 位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