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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救灾、地名管理、基层民主建
设、优抚对象……这些事关民生、事关基
层的事情，都是民政局的日常工作；福利
院、儿童福利院、救助站、敬老院、慈善总
会……这些凝聚爱心、关注弱势群体的机
构，都是民政人为民服务的平台。由于承
担着这么多和民生、民情相关的责任，民
政工作更凸显着“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
系 利为民所谋”的要求。

正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建民所
说的：“民政工作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在
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尤其是在为最需要
帮助的困难群众服务方面，民政工作最为
直接具体。民政工作与公民的生存权、发
展权和民主权息息相关，在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将诚心诚
意为群众办实事，尽心竭力为群众解难
事，坚持不懈为群众做好事，使人民群众
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姓解愁。”民
政局一直承担着这么一个责任。尤其是
近五年来，全市民政系统紧紧围绕市委、
市政府中心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勇于进
取。尤其近5年来，全市民政事业全面健
康发展，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人民群
众民主政治权利，支持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建设，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促进我市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社会救助
低收入市民生活有保障
今年 5月底，郑州市民政局发放困难群体

救助物资 6700 余万元，救济全市 22 万人，按
照每人 300 元的标准，购置了米、面、油、床上
用品等，将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爱送到困难
群众手中。

五年来，郑州市民政局关注民生，时刻关
注低收入市民的生活，从 2004年的每月180元
增加到 2008年的 275元，连续 4次提高城市低
保标准。截至今年 3月底，全市共有城市低保
1.99 万户、4.4 万人。5 年来，累计发放城市低
保金2.73亿元。

随着城市低保的节节攀升，我市民政局也
不断提高农村的低保标准。2005年，在农村特
困户救助制度基础上，全面建立农村低保制
度，并3次提高标准，县（市）由70元提高到110
元，市区由100元提高到160元。截至今年3月
底，全市农村低保 5.75 万户、10.8 万人。5 年
来，全市累计发放农村低保资金2.15亿元。

同时，郑州市民政局在全省率先建立了城
市低收入家庭救助制度，对月人均收入低于城
市低保标准2倍的家庭，实施住房、医疗、教育、
临时困难救助。全市已经登记审批城市低收
入家庭1.29万户、3.7万人。

居家养老
孤寡空巢老人老有所养
家住金水区的张鹏夫妇是典型的空巢老

人，生活中洗衣做饭、打扫房间的活儿常常累
得两位老人腰酸腿疼。2006 年 3 月，金水区
全面推行居家养老工程，张鹏家有人专门照
料了，“有人来给我们做饭、洗衣，还陪我们
聊天，我们的日子越来越舒心了。”张鹏老人
高兴地说。

居家养老不同于养老院养老，也有别于传
统的家庭自然养老，最大区别是政府通过以财
政资金购买服务的形式，为60岁以上居住在家
中的孤寡老人、空巢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服
务，这样的服务比起在养老院养老更具人性
化。这种社会化养老成为一种现实选择：在传
统和现实间找到平衡。同时，“居家养老”模
式，由政府雇用大龄失业人员，还让大龄下岗
职工实现了再就业。

救灾救济
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
2008 年年初，强降雪给郑州市的一些市

民带来了灾害，上街区一些市民的房屋倒塌；
同年夏天的强降雨，给我市一些地区带来了
灾害。郑州市民政局救灾处及时作出反应，
帮助灾害地区重建房屋、发放棉衣棉被等生
活用品。

同时，郑州市民政局建成了救灾物资仓
库，制订了救灾预案，增强了抗灾救灾快速反
应能力。5 年来，累计下拨救灾资金 4054 万
元，救助受灾群众54.5万人，倒房重建5675间，
保障了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

双拥优抚
“全国双拥模范城”五连冠

2004 年，我市连续第四次获“全国双拥
模范城”，2008 年，我市再获殊荣，实现了“五
连冠”。

今年，河南省将评选省级双拥模范城
（县），6月初，省双拥模范城（县）评选考核组对
郑州市的双拥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今年，《郑州市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
出台，优抚对象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实现

“一站式服务”。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退役士兵
安置途径，采取双向选择、自谋职业、就业培
训等办法，全面完成退役士兵接收安置任
务。以“和谐军休家园、和谐军休家庭”创建
活动为载体，全面落实军休干部政治生活待
遇。立足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加强军供、军人
转运设施建设，圆满完成抗震救灾部队等重
大军供、转运任务。

基层组织
保障民主管理规范

今年，郑州市进行第三届
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
工作，该工作从 4 月中旬开
始，至 6 月底结束。社区选举
工作今年又有创新——金水
区为我市开展选民自愿登记
试点，其社区选民基数以规
定时间内自愿、主动到社区
选举委员会进行登记的选民
为准，非自愿、未主动登记的
居民可不计入选民基数,不列
入选民名单。新当选的居委
会干部素质提升，年龄下降，
直选比例进一步提高，居民
自治意识普遍增强。今年 5
月，市政府再次提高了居委
会成员工资补贴标准和居委

会办公经费标准。

慈善捐赠
搭建社会爱心平台

2008年，我市确定每年10月16日为“郑州
慈善日”。在第一个慈善日当天，郑州市共募得
善款近 5000万元，募集棉衣、棉被各 8000套。
这些资金将用于开展“助老双千”慈善专项救助
活动，对千名困难老人进行救助，组织为千名老
人义诊；开展“同在蓝天下快乐共成长”，郑州市
关爱城乡留守流动儿童公益项目；继续开展“百
千万”救助工程；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救助活
动；开展经常性的安老、抚孤、扶贫、济困等救助
活动；为四川地震灾区捐赠棉衣、棉被。

5年来，全市共募集善款2.84亿元，其中为
地震灾区捐款 2.1亿元，救助全市各类困难群
众20多万人次，发放救助金1138万元。

流浪救助
“郑州模式”又有新发展

以类家庭、全天候街头救助、街头社工外
展为主要内容的“郑州模式”独具特色，得到了
民政部领导和国际组织的充分肯定。

今年“六一”，在中牟县爱童园，漂亮的两
层欧洲风情小别墅，一个个温暖的小家庭，一张
张幸福美满的笑脸——郑州市民政局、郑州市
救助站和晨露国际在中牟县建立起了“爱童
园”，这里的孩子都是河南籍服刑人员的未成年
子女，长期缺少关爱的他们，将在这里享受家的
温暖——晨露国际郑州爱童园正式开园，首批

共有12名孩子入住。
这是我国第一个为服刑

人员子女提供救助的地方。
据介绍，之所以选择郑州作为
该园的基地，正是因为联合国
对“郑州模式”的肯定。

公共服务
一步一个新台阶

在社会组织方面，郑州
市民政局坚持“培育发展与
监督管理并重”方针，加大社
会组织登记管理力度。目
前，在我市登记管理的社会
组织近 3000 家，社会组织在
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殡改工作也顺利进行，火

化率连年保持在 88%以上。2007年、2008年，
新建成村级公益性骨灰堂、公墓 878 个。县
（市）殡仪馆全部建成使用，市殡仪馆迁建正在
进行。

成立了郑州市地名委员会，进行了地名
专项整治，郑州地名网提供地名信息查询服
务 5万多人次。完成了部分撤乡建镇、乡镇改
办等行政区划调整工作。组织完成了郑州与
周边省辖市界线联合检查工作。

强化婚姻登记管理，不断改进服务，全市9
个婚姻登记处被评为全国规范化建设单位。今
年，我市在全省率先完成了婚姻登记机构联网，
此举将有效地在全市范围内防止重婚、骗婚现
象发生。

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福彩
发行工作，伴随着郑州改革开放走过了整整
21年。从 2005年到 2008年，福彩公益金资助
了市儿童福利院、市八院（精神病医院）、市救
助管理站、市老年公寓、敬老院、光荣院等等
社会福利设施建设和改造 8500万元。多次举
办各种资助爱心活动，帮助我市困难家庭、白
血病儿童等弱势群体。

在今年召开的全市跨越式发展三年工作总结
暨新三年行动计划动员大会上，市委、市政府为全
市人民描绘了宏伟的蓝图：未来三年，我市以10大
工程356个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强力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再上新台阶。其中，涉及民政工作的有：每
年新建农村敬老院10所、扩建5所，第八人民医院
迁建工程，儿童福利院二期工程等。在2008年“六
一”国际儿童节前夕，郑州市儿童福利院正式开始
投入使用，位于须水镇的儿童福利院一期占地
35.75亩，建设床位400张。儿童福利院为了让这
里的孩子们有更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先后签约
了一些爱心项目。今年，该院被确定为美国半边
天基金会与民政部蓝天计划合作项目在河南省
的示范点，将为300多名孤残儿童启动小妹妹婴
幼儿抚育项目、新和家园项目等爱心项目。目前，
郑州市儿童福利院正在积极推进二期工程建设，
工程完成后，将增加针对福利院孩子的特殊教育
课堂，进一步完善医疗康复设施。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民政工作
五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们立足民生，扎
实工作，把助残、助孤、扶贫、济困作为工作方
针，把提高困难群众的生活标准为己任，踏踏
实实地为民做好事、做实事。

展望未来工作，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
李建民表示，郑州市的民政工作，将牢记为民
宗旨，继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和谐
郑州为目标，以解决民生、改善民生为重点，努
力做好各项民政工作，推动全市民政事业全面
健康发展，为实现郑州跨越式发展，为中原崛
起做出新的贡献。

今年“六一”，郑州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建民和儿童福利院孩子一起过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