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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救助：
连续多年提升救助标准

今年 7 月，郑州市再次提升了低保标准，全
市城市低保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 550 元，全市农
村低保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 320 元，分别提高了

30 元。
这是自 2009 年郑州市建立低保标准自然增

长机制以来的第七次调整，将惠及郑州市 12 万
余名城乡低保对象和 1 万余名五保供养对象。

也是从今年 7 月开始，郑州市区农村五保集
中供养每人每年不低于 9240 元，分散供养每人
每年不低于 5544 元，分别提高了 504 元、302 元。
县（市）农村五保集中供养每人每年不低于 7680
元、分散供养每人每年不低于 4608 元，分别提高
了 720 元、432 元。

救助标准的提升，并不是“随性而来”，而是
“有凭有据”。在 2009 年，郑州市便建立了城乡
低保标准与人均消费支出相联结的自然增长机
制，按照人均消费支出比例折算法，每年对城乡
低保标准进行一次测算、调整。

具体做法为，每年的第二季度，按统计部门
公布的上年度城乡人均消费性支出的一定比例

（30％~35％），测定并调整城乡低保标准，并由市
政府发布执行。

自 2009 年到现在，郑州市城市低保标准从
每人每月 285 元到 550 元，农村低保标准从每人
每月 130 元到 320 元。不断提升的救助标准，让
困难百姓的最低生活得以保障。

医疗救助：
“一站式”即时结算 从“事后救
助”到“事中救助”

低 保 户 等 困 难 群 众 去 看 病 ，今 后 将 更 加
方 便 —— 完善医疗救助“ 一站式”即时结算平
台。目前，郑州 11 个县（市）区和 4 个开发区中
已经有 13 个建成“一站式”即时结算平台，方便
了困难群众就医。

比如，对农村低保家庭成员来说，没有实现
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时，保障对象是
先住院、后报销，假如患者住院治疗下来需要 1
万元，新农合能报销 7000 元，民政系统救助 1500
元，看病前，这 1 万元，病人需要全部垫付。出院
结单后，再拿去报销，对很多困难群众来说，看病
前凑够 1 万元，就是道高门槛儿。

全面实现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
后，面对同样的情况，病人到定点医院就医时，提
供低保证等相关证件，只需要拿出个人需承担的

1500 元就够了，门槛儿大大降低，进一步解决保
障对象的就医难题。

除此之外，我市还将给困难群众看病再进行
救助——就在今年 7 月，市政府办公厅下发了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民政局等部门关
于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困难群众重特大
疾病医疗救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其中对重
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进行了部署，对象包括低
保对象、特困人员、低收入家庭中重特大疾病患
者、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重点救助对象年度
救助限额为 5 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中规定，九种特殊病
种在门诊就可以实现救助，这 9 类病种分别是：
终末期肾病（采用门诊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方
法治疗）、血友病（采取凝血因子治疗）、慢性粒
细胞性白血病（采用门诊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治
疗）、I 型糖尿病（门诊胰岛素治疗）、耐多药肺结
核（门诊抗结核药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门诊
药物治疗）、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器官移植术
后抗排异治疗、重性精神病人药物维持治疗。
在门诊，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一年最高可以救
助 1 万元。

数据显示，2016 年上半年，我市共筹资 3900
万元对困难群众开展了重病救助：门诊救助 189
人，支出 81.9 万元；住院救助 21977 人，支出 2419
万 元 。 其 中 重 特 大 疾 病 门 诊 救 助 2 人 ，支 出

10000 元；住院救助 73 人，支出 41.4 万元。
医疗救助，除了政府的力量外，民间力量也

不容忽视：郑州慈善总会开展了困难群众大病
救助工作，对于符合规定的大病，经医院报销
后，慈善部门根据情况给予 10000 元、5000 元的
慈善救助。

临时救助：
温暖万家 及时救助

对于登封市西南的白坪乡煤窑沟村的村民
梁大伟一家来说，最近的日子过得舒心多了——
梁大伟以务农为生，他的妻子患有精神疾病，两
个孩子正在上学，家里的经济负担都在梁大伟一
人身上。可是不久前，梁大伟的母亲患上重病，
一家人的日子顿时紧紧巴巴，揭不开锅了。

得知他的情况后，郑州市民政局协助他们一
家获得“临时救助”，拿到了救助金 5000 元。

就今年上半年，像梁大伟这样得到“临时救
助”的人，我市共有 7414 人户次。

所谓临时救助，是我市对社会救助的又一补
充：全市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或者是家庭
月人均收入低于城乡低保标准 2 倍的低收入家
庭等，在遇到重大疾病，或者交通事故、火灾、溺
水等人身意外伤害后，除了保险外，依然生活困
难的人，我市将给予临时的救助。

为 了 让 这 个 政 策 得 到 较 好 的 贯 彻 实 施 ，

2014 年 7 月，郑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下 发 了《关 于 建
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全市建立了临时救
助制度；2015 年，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

《关于转发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临时
救助制度意见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完善了临

时救助制度。
对于“救急难”工作，我市也在积极开展试

点工作。 2014 年，我市确定了新郑市为“ 救急
难”试点单位，新郑市及时制定并下发了新郑市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郑市开展“救急难”工作
试点实施方案》；设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
社 会 救 助 服 务 窗 口 ，开 辟“ 绿 色 通 道 ”，开 通

“12349”服务热线和新郑市社会救助服务信息
平台，及时做到早发现、早救助、解困难。在救
助之后仍有困难的家庭，在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
时无法覆盖的情况下，主动对接慈善部门，引导、
支持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爱心人士，开展人
道救助，形成“救急难”的多方合力，给予需求人
群应急性、过渡性的救助。

核对机制：
精准认定救助对象

如何确保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到救助？如
何让已经脱贫的人及时退出低保的队伍？如何
切实从源头解决“ 人情保”“ 关系保”“ 违规保”
等问题？

对此，我市着力推进城乡救助申请家庭经
济核对机制建设，是全国第一个使用民政部标
准化平台进行本地化开发的省会城市。经过多
方的学习和探索，我市逐渐建立起了跨部门、多
层次、信息共享的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
机制，经救助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授权，公安、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金融、保险、
工商、税务、住房公积金等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和

认定工作需要，及时向民政部门提供户籍、机动
车、就业、保险、住房、存款、证券、个体工商户、
纳税、公积金等方面的信息。“这就意味着，有十
几道关口核对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最大限度掌
握申请人的真实状况，确保符合条件的人员进
入社会救助范围，对超出救助条件的人员及时
退出，杜绝骗保行为。”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

目前，我市已基本完成了与公积金、人社、工
商、房管、殡葬、残联等部门的数据对接，为实现
平台的自动化实时比对奠定了基础。

不断提升：
情为民所系

“作为民政部门，我们将更加努力，要让人民
生活更有保障、更有尊严、更加幸福。具体来说，
我们将在社会救助、养老、福利、慈善等各项工
作，努力实现多项工作的明显提升。”郑州市民政
局相关负责人说。

社会救助保障水平明显提升。进一步健全
社会救助体系，推进社会救助领域社会工作，逐
步缩小城乡差别，完善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衔接
制度，提高精准救助，助推脱贫攻坚。

养老 服 务 水 平 明 显 提 升 。 目 前 郑 州 市 户
籍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110 万，占人口总数
的 12%，初 步 建 成 了 以 居 家 养 老 为 基 础、社 区
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覆盖城乡的全
市 养 老 服 务 体 系 。 我 市 将 积 极 开 展 应 对 人 口
老 龄 化 行 动 ，力 争 到 2020 年 健 全 与 人 口 老 龄
化进程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的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全民福利水平明显提升。目前全市有各类

孤儿 2200 多名，健全了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福

利机构兜底、相关部门配合的未成年人社会保

护 机 制 。 我 市 将 加 快 推 进 福 利 和 慈 善 事 业 发

展，切实做好以孤残儿童、城市特困人员及重度

贫 困 精 神 病 人 为 重 点 的 弱 势 群 体 社 会 福 利 工

作，强化社会福利服务机构建设，逐步拓宽受益

范围，推动社会福利由救助型、补缺型向适度普

惠型转变。

“救急难”政策落地了，老百姓高兴地笑了；

遇到急事难事不怕了，兜底的网儿牢了……

正如我市正在做的：逐步构建起一个多层
次、广覆盖、立体式、全纵深的新型社会救助体
系，为郑州密织了一张社会救助安全网，保障着
困难人群的基本生活……

社会救助 编密织牢“兜底网”
本报记者 李 娜 通讯员 涂擎 文 李 焱 图

百姓的温饱冷暖、柴米油盐，是最寻常的生活，也是最值得关切的所在——社会救助，就是要“托底线、救急难”，就是要筑牢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这最后一道防线。

让应该得到低保救助的人拿得到低保金，让暂时陷入困境的家庭得到救助，让困难群众看病得以“一站式结算”，让不应该得到低保救助的人退出低保

范围……对此，郑州一直在努力。

今年，是河南省推进脱贫攻坚战的第一年，打赢首战意义重大。精准扶贫，需要“应保尽保”，也需要“应救尽救”，在郑州，这张事关困难百姓生活的“兜底网”不

断编密织牢，不断支持着百姓的生活，不断温暖着百姓的心。

政策保障：
建立社区治理长效机制

一项措施一以贯之的实施，需要的
不仅是领导的重视，更需要政策的保障
和贯彻实施。

对于事关百姓生活的社区治理更是
如此。

近年来，郑州市紧紧抓住中原经济
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历史机遇，以
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引领，把加快社区建
设、推进基层治理创新作为提升民生服
务水平的重要抓手，强化基层，巩固基
础，全市 700 多个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健
全，服务设施基本完善，群众自治能力不
断增强，社区活力不断增强，初步形成了
参与广泛、权责明确、资源整合和服务高
效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

2012 年，我市出台《关于坚持依靠群
众推进社区管理创新的意见》，对社区治
理有了首个“政策保障”。2015 年，我市
又印发了加强新形势下社区建设的 23 条
意见等文件，对社区治理、社区服务、设
施建设、社区组织、队伍建设、经费保障
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为全面推进我市
社区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在 工 作 机 制 方 面 ，2015 年 7 月 ，市
委、市政府专题召开了城市社区建设工
作推进会，对社区治理创新进行全面部
署。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定期召开全
市“ 三级三类”便民服务设施现场观摩
会，拓展社区服务层次，推动形成了多部
门联动、共同推进社区建设的新格局。

社区服务：
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

就在自己生活的社区，有老人健身
的场所、有孩子“四点钟课堂”的教师、有
具有专业知识的社工、有便民的服务机
构、有可以看书的图书室、有可以休闲的

娱乐室……
这样的社区，在郑州越来越多。

“社区是百姓生活的地方，我们要不
断地强化服务理念，为百姓提供更便捷
的生活。”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

在郑州，社区建设的过程中，构建了
社区信息化便民服务平台，将就业培训、
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计生卫
生、社会治安、养老等基层便民服务纳入
到郑州市社会公共管理信息平台，依托

“互联网+”将线下和线上融合，逐步实现
审批、缴费、咨询、办证、监督等便民服务
项目网上办理，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捷高
效的精细化服务。

让 专 业 的 人 做 专 业 的 事，对 此，我
市不断健全“ 三社联动”工作机制。通
过公开招标、定向委托、邀标等形式将
原本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转交给社
会 组 织 ，以 推 行 政 府 购 买 社 工 服 务 为
切入点，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加
强 社 区 社 会 组 织 培 育 ，引 导 和 激 励 专
业社工机构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
服务，促进社区服务、社会组织服务和
社工服务相融合。金水区 2015 年投入

1076 万 元 ，通 过 公 开 招 投 标 形 式 购 买
了 专 业 社 工 服 务 岗 位 和 社 工 服 务 项
目，通过专业化的社工服务，满足居民
的服务需求。

如何开解空巢老人？如何面对有网
瘾的学生？如何看待不抚养老人的子
女？这些事情，拥有专业知识的社区社
会组织会做得更合理。对此，我市充分
发挥社会组织、驻社区单位在社区治理
中的协同作用，每年在全市重点扶持 100
家具有示范导向作用的公益性社区社会
组织，平均每个社会组织市财政提供扶
持资金 5 万元。目前，全市共有社区社
会组织 6000 多个，社区服务项目和内容
基本涵盖了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大部分领域。

在硬件设施建设方面，我市将社区
综合用房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并将社区
建设部门确定为市规划联审联批成员单

位，通过科学规划，合理设置，本着便民
利民的宗旨，规定新建住宅小区按照每
百户 40 平方米的标准配建社区综合用
房。建立城乡社区建设项目奖补机制，

2012 年以来市财政共下拨城乡社区建设
项目奖补资金 6000 多万元，在全市高标
准打造了 198 个社区服务中心、187 个新
型标准化“星级社区”。目前全市社区综
合用房平均面积 574 平方米，1000 平方
米以上占 35.9%。

在百姓关心的社区服务方面，由市
政府统一规划，我市建立以“三级三类”
市民服务中心为构架，包括文化娱乐、康
体休闲健身、医疗卫生、生活服务配套、
便民服务等设施的综合性便民服务平
台，打造 15 分钟便民生活圈。全市各区
按照每居住区 3 万~6 万人、产业区 5 万~9
万人建 1 处便民服务中心标准，合理布
局，统一规划，精心设计，目前仅郑东新
区开工建设各具特色的便民服务中心就
有 33 个。已投入使用的郑东新区商都路
便民服务中心，占地面积 3 万平方米，服
务范围辐射周边 1000 米范围内的 15 个
小区，社区服务功能得到进一步拓展。

社区治理：
提升能力 再上新台阶

社区主任被称为“小巷总理”，职务
虽不高，但是管的事情却事无巨细，非
常繁琐。对此，我市建立了社区工作者
报酬标准自然增长机制。针对长期以
来 的 社 区 工 作 专 职 人 员 待 遇 低 、报 酬
少 、社 区 居 委 会 队 伍 严 重 缺 乏 稳 定 问
题，市委、市政府出台文件明确社区居
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每月报酬标准
分 别 为 城 镇 居 民 月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的

220%、200%、180%，并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为无固定收入的社区专职工作人员
办理养老、失业、医疗、生育、工伤保险，
大幅度提高社区专职工作者的报酬，极
大地稳定了社区工作队伍，解决了没人

办事的问题。
社区建设方面，市财政每年安排 200

万元作为全市社区建设工作经费，组织
开展全市社区各类公益性服务、便民利
民服务活动和社区治理项目。各县（市、
区）按照每年每户不低于 10 元标准，安排
社区居委会工作经费。

同时，我市还不断落实社区服务专
项经费。按照每个城市社区每年 20 万元
的标准落实社区服务专项经费，由市、区
两级按照 1:1 的比例纳入财政预算，解决
了社区没钱办事的问题。2015 年市财政
下拨社区服务专项经费 6950 万元，各县

（市、区）匹配 6950 万元。
硬件设施足了，社区工作者的能力

也要提升，我市把社区工作者纳入全市
干部培训和社会工作者培训规划，全市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社区党支部书记、居
委会主任培训，提高他们依法办事、服
务群众以及处理复杂问题和突发事件
的能力。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全国社
工职业水平考试，对在岗获得社工职业
水平证书的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给予职
业水平津贴。积极探索社区专业社会
工作师的培养机制，选派一批社区干部
参加社会工作师专业培训，进一步充实
社区工作力量，提高专业化能力。以专
业化、社会化、规范化为导向，培养了一
支思想素质过硬、业务水平高的优秀社
区工作者队伍。

社 区 治 则 城 市 稳 ，城 市 稳 则 事
业 兴 。

“ 社 区 建 设 是 城 市 建 设 的 根 基，涉
及到全市各个部门、方方面面，需要各
部门统筹协作、齐心协力。”市民政局相
关负责人说，在市和谐社区建设小组领
导下，我市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全市 27
个成员单位，共同努力，密切配合，形成
了社区建设工作良好格局，全市社会各
界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形成了“ 管理有
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
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良好社区治
理和服务环境。

不断创新 开拓社区治理新局面
本报记者 李 娜 通讯员 马淑萍 文 李 焱 图

百计为民，何分大事小事；取信于民，唯靠全心全意。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是一个个“小社会”乃至整

个社会的缩影。社区治理，虽然相比社会治理要“小”得多，

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同样考验着治理水平和能力。

要让百姓生活方便、舒适，需要帮助的时候找得到人，想

要休闲的时候有地方可去，想办事情的时候找得到“窗

口”……近年来，郑州市不断创新社区治理，强化社区服务，

让百姓的社区更像家，让百姓生活更便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