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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110救助车走遍城乡社区

带着感情下基层 民政工作民为先
——二七区民政局群众工作率先起航的故事

本报记者 安群英 聂春洁 通讯员 魏 薇 文/图

群众工作队为困难群众送去救济款

二七区民政局“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群
众工作队从今年3月份开始进驻侯寨乡三李村，群众工
作队成员告诉记者，经过细致的摸底工作、提前介入机
制加上完善的问题解决流程，工作队为基层群众办起事
来得心应手。

民政工作直接面对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民政部门
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长期以来，二七区
民政局忠实践行“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的工
作宗旨，在“最兜底”的社会保障、“最基层”的社会管理、

“最贴近”的社会服务、“最直接”的社会民主、“最广泛”
的为民解困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全面推进党风、政风、
廉政建设和各项民政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全员走访
“保证每个人都带着感情为群众办事”

今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二七区民政局工作人员不
是到单位报到，而是全员分头去拜访辖区的低保户和孤
寡老人。

二七区民政局局长苏连成说，此举是受央视新春走
基层活动启发。“虽然我们民政工作直接面对基层群众，
但还有部分工作人员受工作性质所限，与基层群众打交
道的机会较少。”苏连成说：“我们就是要让每个人都走进
困难群众家里，亲身感受一下他们的生活，以后才会更加
带着感情做好自己手里的工作，才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
的工作岗位。”

这次新春大走访，二七区民政局 100 多名干部职工
利用一个月时间，以党员为骨干，深入到 2604 户低保家
庭、1003 户残疾人员、孤寡老人、五保老人家中，共收集
整理了群众反映的问题2123件，主要集中在就业、就医、
住房、子女入学、养老等方面。目前，民政局已为他们直
接解决问题582件，通过协调医疗、教育、住房保障部门解
决问题 69 件，通过收集整理了解到的问题，以人大、政协
议案、提案形式提出 3 件。这也是对全市开展“坚持依靠
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工作的提前预热。此外，民
政局更进一步深化了大走访活动内容，将走访活动覆盖到
了全区优抚对象、五保老人、孤寡老人、低收入困难群体等
1万余名民政服务对象身上，使民政局的群众工作更为扎
实、具体。

“这次走访真是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在今
后的工作中我们一定要爱岗敬业，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
通过踏踏实实的工作，尽心尽力地为困难群众服务好！”
这是大家走访后共同的心声。走访中，有的职工还当场
拿出自己家的钱为特困家庭解燃眉之急。

年轻的民政局工作人员陈敬宇先后走访了 20 多户
低保家庭，其中有几户家里有学龄儿童，受家庭环境影
响，这些孩子都处在失学边缘。回到工作岗位后，陈敬宇
通过民政局现有的救助系统，联系到一些社会爱心人士，
很快为这些孩子建好“一对一”帮扶对子。

现在她和这些低保家庭还保持着密切联系，“有空就
去看看，就跟走亲戚一样，非常亲”。

在此次走访的基础上，二七区成立了募捐中心，充分
挖掘社会爱心资源，组织多种类型的爱心捐赠活动，目前
募捐中心已接受各类捐赠衣物12万余件，确保了困难群
众日常生活和越冬需要。

驻点帮扶
“发挥民政特色，让群众得实惠”

按照市里建立“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
机制的部署，从今年3月份起，二七区民政局共派出三支
群众工作队分别进驻郑飞社区、铁三官庙村和三李村。

记者来到群众工作队驻扎的侯寨乡三李村时，工作
队队长李瑞中正在和三李村几任老村长商量村里工作。
三李村是个有 815户村民的大村庄，其中有 40多户家庭
吃低保。村里工作千头万绪，从哪里抓起呢？

今年68岁的退休老支书李发旺告诉记者，由于民政
局提前介入，三李村的道路、照明、办公条件都相当完
善。李发旺指着村委会院内的花圃、水塘说，这些都是前
几年民政局工作人员过来帮忙栽种和修建的，三李村的绿
化工作在周围村庄中也是数一数二的。

在对三李村的村情、民情进行全面摸排后，群众工作
队决定将工作目标锁定在三李村多年积压的问题上。三
李村有一处采煤沉陷区，里面部分房屋发生开裂，村民搬
迁早已启动，新建房屋也接近完工，但是由于资金没有完
全落实到位，村民们还只能暂住在老房子里。

针对这一情况，群众工作队将工作分成三部分。首
先，由队长李瑞中带队，协调有关部门尽快解决资金落
实问题，让村民早日住在新房。其次，联系民政局相关
部门，结合民政救灾工作建立雨季应急预案，确保村民
生命财产安全。再次，工作队 5 名成员建立排班表，保证
每周至少和村民们见一次面，聆听村民意见，并向村民介

绍工作进度。
群众工作队成员刑乃昌告诉记者，

工作队将和村民面对面谈话作为硬性
规定，是基于民政工作人员长期与基层
群众打交道的习惯。“只有面对面的倾
听、交流，让群众有说话的地方，有交流
的平台，才能获得群众最真实的想法，才
能得到群众的信任，才能最终化解群众
心中的疙瘩。

局长苏连成表示：“工作队一定要
把驻村存在的矛盾、问题摸清摸透，发
挥民政工作是群众工作的优势，把问题
解决在基层、解决在群众家里，做到问
题不出户。”

具有民政局特色的帮扶工作还体
现在村委会大院的救助捐助站上。记
者在采访期间，看到民政局“爱心 110”

工作人员正在将一车衣服搬进来，并分门别类摆放在货
架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改善低保户的生活条件，
民政局通过募捐系统发动辖区群众捐献爱心物资，这些
物资经过消毒、整理以后，放在每个村庄的救助捐助站
里，供低保群众挑选，对于那些行动不便的群众，工作人
员还会提供上门送货服务。

长效机制
“建立民政工作网格化机制，让社会力量丰
富救助系统‘造血’功能”

“我们要在民政工作的网格化管理服务方面下工夫，
要通过对基层民政网格的构建，建立起帮扶群众的工作
长效机制，让我们的民政工作网格真正覆盖到每一位基
层困难群众身上”。在谈到民政局群众工作的长效机制
时，苏连成如是说。

目前，二七区民政局领导班子的所有成员已分包下
沉到辖区 15 个乡镇、街道中，成为民政管理服务网络中
第一级网格的负责人；同时，全局所100余名干部职工也
将陆续进入到全区社区（村）第二级网格当中负责各项民
政职能工作在基层的落实，并负责与社区人员一同构建
更为细致的第三级民政管理服务网格。“我们要通过民政
工作管理服务网格的构建，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城
市低收入、五保供养、社会团体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
理、社会救助、双拥优抚、救灾救济等所有民政职能工作
在基层落实到位，真正建立起服务困难群众、服务弱势群
体、服务民政对象的长效工作机制。”苏连成说。

为了更好地为困难群众服务，在构建长效工作机制
中创新内容，二七区民政局在2008年构建了全国首个社
会救助“四个一”体系新模式后，再一次对社会救助工作
进行了大胆尝试。再过一个月，二七区投资新建的第二
个爱心超市就要开业了。新爱心超市最大的改变是突破

了封闭式经营模式，引入了市场力量参与超市运营。“以
前的爱心超市不对外营业，只有符合资格的救助对象持
救助卡或者申领证明到慈善超市选取所需物品。”二七区
民政局局长苏连成介绍说，这种经营方式普遍缺乏“造
血”功能，只能依靠政府“输血”和社会募捐维持运转，一
旦“输血”不及时，爱心超市就难以为继。

经过多方求证，二七区民政局创新了爱心超市管理
模式，大胆和爱心企业合作，实行公办民营、委托服务、合
作并赢的模式，从根本上解决爱心超市的造血功能。 苏
连成说，“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一是可以使政府的有限投
入与社会捐赠发挥最大的社会救助作用，实现困难群众
的按需分配、物尽其用，即通过有限的资金，来让更多困
难群众受益；二是可以利用与爱心企业的合作，通过微
利、直销的经营方法，拿出大部分利润让利于困难群众，
从而使爱心超市的经营模式得到盘活。”

下一步，二七区民政局的工作方向是加强基层救助
网络建设，今年将在健全全区 102 个社区捐赠救助站的
基础上，选择 3 个社区做试点，探索建立捐赠救助互助
站，在做好社区捐赠救助工作的同时，促进邻里和睦、社
区和谐，进一步充实二七区民政局群众工作内容。同时，
他们还将推进爱心志愿者队伍建设，充分发挥社会团体、
爱心企业及人士、辖区居民的作用，建立一支 2000 人的
爱心志愿者队伍，打造爱心志愿服务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