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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民发〔2023〕87号 签发人：陈学发

凉州区民政局
对区政协九届二次会议第17号意见建议的答复

徐明元委员：

针对“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关爱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

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2 年以来，凉州区民政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按照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总体思路，强化

工作举措，全力落细落实各项救助帮扶政策，着力解决困难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兜住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有效提升了

农村留守老人和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困难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凉州区民政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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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扎实做好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制定下发《全区持

续开展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由区民

政局牵头，相关部门、单位配合，组织各镇对全区农村留守老人

进行调查摸排。全区1430名农村留守老人全部建立台账，做到一

人一档。建立健全镇村干部定期走访探视留守老人制度，每月最

少走访探视一次，在探访中发现生活中存在困难的，及时协助解

决，切实保障其基本生活。目前纳入低保救助范围的农村留守老

人263人，对123名农村留守老年给予临时救助。2022年按照省列

为民办实事项目安排，建成金沙、高坝2个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为周边的农村留守老人开展生活照料、休闲娱乐、心理关爱、健

康医疗、托养照护等服务。充分发挥282个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作用，使农村留守老年人不用远离家门，在熟悉的环境便可

享受周到细致的照料服务。同时，积极倡导社会组织、爱心企业、

人士，社会志愿者为生活困难留守老人进行慰问帮扶，让留守老

人切实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关爱。

（二）认真做好农村留守妇女关心关爱。一是注册申报“凉

州巧嫂子”劳务品牌，带领巧手骨干参加东西部协作“鲁甘人力”

交流暨甘肃省劳务品牌推介活动，对接意向订单 2个；挂牌成立

“巧兰花手工编织巾帼乡村就业工厂”，在永丰镇四十里村党性教

育基地打造红色超市，征集展出巧手作品 50种 200余件；开展“凉

州巧嫂子”技能培训，培训妇女 511人，接收订单 782个；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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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发编织和纳鞋底培训基地，开展订单式培训，已接假发订单

300余单，纳鞋底订单 1300余单，从业妇女月均收入 2000元以

上。组织开展“凉州巧嫂子”劳务品牌暨“巾帼建功”创业创新作品

网络大赛，征集展出作品 52件，选报 3名妇女前往兰州、张掖、

陇南等地开展农家乐经营、农村电商等创业培训，进一步激发妇

女创新创业热情。二是加大健康服务政策宣传力度，使农村留守

妇女养成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积极组织农村留守妇

女参加妇女“两癌”免费检查。2018年以来，共计开展“两癌”宣传

活动 300余场次、讲座 200场次，发放两癌宣传彩页 50000余份，

播放全国妇联妇女“两癌”防治知识宣传片 400 多次，共计为

96143 名妇女进行了妇女“两癌”免费检查（其中 2018 年 44052

人，2019年 36680人，2020年 10017人，2021年 3001人，2022

年 2124人）。2022年，在省市区列为民办实事妇女“两癌”检查

任务完成后，区妇联结合凉州医院“母亲健康工程”项目，开展了

“我为群众办实事”妇女“两癌”免费检查，共计为 8320 名妇女群

众、女干部职工进行了“两癌”免费检查，切实提高了广大妇女的

卫生保健意识和健康水平。二是持续开展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低

收入妇女“两癌”救助项目，对农村妇女和城镇低收入妇女患病情

况进行摸底审核，2018 年以来共计为符合条件的 181名妇女及

时申报了每人 1万元的救助资金，其中 2018年救助 41名患病妇

女，2019年救助 59名患病妇女，2020年救助 27名患病妇女，

2021年救助 26名患病妇女，2022年救助 28名患病妇女，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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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患病妇女家庭负担。

（三）积极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及特殊困难儿童关爱保护。一

是健全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1.加强组织

领导。区上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凉州区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中心也在进一步筹划组建中，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年印发 11余件关于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文件，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2.强化队伍建设。按照专人、专责要求，推荐确定责任心强、热

爱儿童事业的 48名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 484名村（居委

会）“儿童主任”，形成上下专人负责的工作链接。3.落实监护制

度。对父母双方因外出务工暂不具备监护条件的 1291名留守儿

童，委托有监护能力的亲属或亲属中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镇（街

道）和留守儿童监护人签订《监护协议》1291 份，监护责任落

实落细。4.完善探访制度。发放并每月整理收集《镇（街道）领

导、干部走访探视特殊儿童登记表》，督促镇（街道）在探访中

如实记录留守儿童、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日常生活、就医、

就学、监护等情况，及时发现隐患，跟踪教育管理，对留守儿童

父母或受委托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予以及时教育、劝诫，

保障未成年人权利。5.加强信息建设。印发《凉州区“儿童福利

信息动态管理精准化提升年”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

保障对象，按照属地管理责任，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家

庭情况、监护情况、生活保障情况、就学情况等基本信息，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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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录入系统，建立信息台账，做到及时更新完善。二是全力

保障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合法权益。1.强制报告。严格落

实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督促镇（街道）“儿童督导

员”和村（居委会）“儿童主任”，对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

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等情况，第一时间向公安机

关进行举报，及时遏制侵害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合法权益行

为。2.监护干预。对监护人将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置于无人

监管和照看状态导致其面临危险且经教育不改的，拒不履行监护

职责六个月以上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生活无着落的，或

者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其身心健康受损的，其近亲属、村（居）民

委员会、民政部门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另行指

定监护人。3.定期探视。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村（居委会）

“儿童主任”至少每月进行一次走访探视，对特殊儿童进行生活、

就医、就学、监护等情况了解。截至目前，已开展走访探视 9次，

探访儿童 7800余名。三是全面落实特殊儿童关爱服务保障工作。

1.推进“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变。全区现有未成年人 196418

人，其中：留守儿童 1705人，困境儿童 4282人，孤儿 265人，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472人，18岁以下残疾儿童 1017人。2.精细

摸排，应保尽保。采取“全面入户排查+实时信息比对+主动帮助

申请”的方式，实现由“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变，将符合条

件的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全部纳入保障范围。截至 12月，

累计为 265 名孤儿发放生活费 360.26 万元，为 472名事实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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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儿童发放基本生活补贴 426.12 万元，有效保障特殊儿童基

本生活。3.实施“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按照每季度 2500元

的标准，对年满 18周岁且继续在大中专院校就读的 77名孤儿发

放 2022年度助学金 67万元。4.落实其他社会救助保障政策。将

4282 名家庭困境儿童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发放保障资

金 140.56 万元，为 795 名残疾儿童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 90.199

万元。同时，对遭遇突发性灾难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及时给予

临时性生活救助。5.挂牌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为了更好地

为未成年人营造和谐、安全、稳定的成长环境，做好未成年人保

护的最后一公里服务，目前全区 48个镇（街道）已全部挂牌设

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一步得到保障。四

是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宣传培训工作。积极引导父母或监护人

增强监护主体责任意识，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为儿童

主任、儿童督导员配发《儿童督导员（主任）工作指南》，进一

步提升业务素养和关爱水平，并为 48名儿童督导员、486 儿童

主任发放上岗证书，为做好儿童工作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持续

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政策宣讲进村（居）”

活动，力争做到家喻户晓。五是多措并举，深入开展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1.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

开展戏曲、书法、传统礼仪、剪纸等民间艺术以及非遗文化等传

统文化进校园活动，不断深化“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童心向

党”“向国旗敬礼”等主题教育活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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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法治教育、国家安

全教育深入校园、让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信仰植根学生内

心，开展新时代少年评选表彰活动，扎实推进文明校园创建活动，

通过开设道德讲堂，不断提升未成年人的传统文化修养，为全区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筑牢防线。2.邀请司法、公安等部门，联合

开展了安全、法制、防邪教、禁毒、扫黑除恶、校园反欺凌等教

育宣传活动 80 余场次，参与民警达 610 余人，发放宣传资料

170000余份，不断增强未成年人的自护意识和自护能力。通过

组织模拟法庭活动，形成了法院、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关心关

注未成年法制教育工作的共识，为建设和谐凉州营造了良好氛

围。六是强化宣传，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宣传和培训工作。1.

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政策宣讲进村（居）”

活动，目前已举办政策宣讲活动 90场（次），力争做到家喻户

晓，引导父母或监护人强化监护主体责任意识，依法履行监护职

责和抚养义务。2.为进一步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组织举办了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宣传月启动仪式和爱心捐赠活动，旨在深入学

习宣传和贯彻落实新修订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号召全社

会共同行动，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四）严格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督促各镇（街道）

严格按照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要求，加强人员摸排、动态管理、

政策衔接和补贴发放工作，切实做到“应补尽补”。2022年以来，

为 9151 名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 952.46 万元，为 7238 名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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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残疾人发放困难生活补贴 867 万元。按照残疾人“两项补贴”

资格认定申请“跨省通办”“全程网办”工作要求，进一步畅通残疾

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渠道，极大地方便了残疾人及其家

人申请办理。

（五）全面落实社会救助各项政策。扎实开展兜底保障专项

行动和挂牌督战，持续提高城乡社会救助标准和补助水平，全面

完成了低保、特困人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救助供养标准

提标工作。农村低保标准达到 5268 元/年，城市低保标准达到

8076 元/年，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达到 6852元/年，城市

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达到 10500元/年，护理标准分三档分别

达到 1800元/年、3612元/年、5412元/年，孤儿、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标准达到了 12960元/年。目前，共保障城市低保对象 2764

户 6026人，农村低保对象 10928户 22797人，2022年累计发放

低保金 1.22 亿元。深入推进城市低保对象精准认定和农村低保

专项治理，低保管理更加精准精细。保障农村特困供养对象 2315

人，城市特困供养对象 74 人，2022 年累计发放供养金 1951.67

万元，为 1630名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发放了煤、衣服被褥等生活

用品，并将其纳入居家养老服务范围，定期开展家政和照护服务。

为 737名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发放生活补贴 786.3893万元。

充分发挥临时救助应急、高效的兜底保障作用，2022 年度救助

生活困难群众 15657户 44484人，累计发放临时救助金 5795.61

万元，实现“应兜尽兜、应救尽救”。及时启动社会救助与物价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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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制，发放困难群众价格临时补贴 292.4万元。认真组织开展

了 2023年元旦春节期间困难群众慰问活动，走访慰问城乡低保

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众 304户，发放慰问金 15.56万元，并

为他们送去了清油、大米、面粉、春联等慰问品，切实将党和政

府的温暖送到了困难群众家中。

三、存在的问题

一是部分留守老人年老多病，虽然都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但子女都不在身边，身体上和心理上都得不到关心与照

顾，精神文化生活不够丰富，不能充分享受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

成果。二是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均为街道（社区）、镇（村）

干部兼职，没有专职儿童工作者，动态跟踪管理服务、常态化开

展特殊困难儿童关心关爱等方面不够及时到位。三是爱心妈妈志

愿服务队伍数量不够，困境儿童基数大，但爱心妈妈的数量却远

远低于需结对帮扶儿童数量，无法实现一对一的关爱帮扶。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积极关爱农村留守老人生活。建立健全家庭尽责、基层

主导、社会协同、全民行动、政府支持保障的农村留守老年人关

爱服务工作机制。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将留守老年人关爱服

务体系纳入社会福利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依托居家养老服务、

爱心食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为留守老年人提供丰富

多彩的精神文化服务，丰富老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大力弘扬孝亲

敬老传统美德宣传，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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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提高子女和其他赡养义务人守法意识，畅通

渠道广泛收集涉及留守老人的社情民意，加强舆情预警监测和舆

论引导，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二是完善困难儿童关心关爱服务体系，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

爱服务工作。全面落实困难儿童走访探视和帮扶制度，摸清留守

儿童、孤儿、困境儿童家庭情况，建立关心关爱台账，及时解决

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为每位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确定探访人，

定期不定期开展入户探访，拓宽现有福利政策，让特殊儿童感党

恩、听党话、跟党走。确保儿童的各项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持续开展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政策宣讲进村（居）活

动”，将政策宣讲转入常态化。采取“全面入户排查+实时信息比

对+主动帮助申请”的办法，实现由“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

变，进一步摸清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孤儿、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等群体的基本信息，强化动态管理，落实监护责任、康复治

疗等方面关爱保护，切实提高农村特殊困难儿童的精准关爱服务

水平和工作实效。完善困难儿童关心关爱服务体系，加大摸底排

查力度，对困难家庭儿童进行全面的摸底调查，全面落实困难儿

童走访探视和帮扶制度，摸清留守儿童、孤儿、困境儿童家庭情

况，建立关心关爱台账，定期不定期开展入户探访，精准落实儿

童福利政策，及时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做到应保尽保、应

救尽救、应助尽助，确保儿童的各项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三是建立关爱服务长效机制。夯实关爱服务工作基础。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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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重点人群的数量规模、经济来源、身心健康状况等基本情况，

确保关爱和服务工作落到实处，积极争取全国妇联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支持，加大资金筹措力度，不断扩大低收入患病妇女救助

覆盖面，积极争取各类救助物资，对符合全国妇联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项目的妇女及时申报每人 1 万元

的救助资金，有效缓解患病妇女家庭负担。动员发动志愿者、爱

心人士等积极参与关爱“一老一小一困”志愿服务行动中，一对一

地开展帮扶活动。充分发挥巾帼培训基地、“巧兰花”手工编织、

巾帼种养加基地、“巾帼家美积分超市”等项目在激发内生动力，

带动就业创业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实施公益项目时向重点人群家

庭倾斜，不断健全关爱服务行动长效机制。

四是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规范运行乡村学校少年

宫，丰富农村中小学生和留守儿童的课外生活，增强学生的动手

能力、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推进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校外活动

场所达标建设，博物馆、体育馆、科技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公

益性文化设施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免费向未成年人开放，培养青

少年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创新活动载

体，开展内容丰富、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结合“最

美家庭”故事分享会、“世界读书日”“国际家庭日”“六一”儿童节、

“重阳节”等节日，开展家庭亲子阅读活动、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好家风好家训”征集活动等各类特色活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不断提升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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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协调市公安局凉州分局、区文体广

电和旅游局、区执法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卫健局等部门加强联

合执法力度，常态化开展中小学校园周边环境专项行动，清查校

园周边流动和无证摊点及“三无食品”等，强化网吧、电子游艺厅

等文化娱乐场所的监督管理，开展“护校 安园”专项行动，积极

创设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凉州区民政局

2023年 3月 17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凉州区民政局 2023年 3月 17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