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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为民爱民初心”书写民生“幸福答卷”
——区民政局2024年工作纪实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民政工作承载着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24 年区民政局交出了
一份沉甸甸的“民政为民”答卷——

“一网通办”和“救助一件事、婚育一件
事、身后一件事”等数字化改革推进良好；

成功入选全国2024 年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提
升行动试点区；

全市率先开展“童心房”困境儿童和留守儿
童居住环境改造项目；

建设“慈善+救助”服务联合体，整合多方
资源，强化镇、村级慈善事业发展；

区救助管理站站长李祖亮同志荣获“全国民
政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
一年步履铿锵，一年成果丰硕。回望刚刚过

去的 2024 年，区民政局坚持深化改革与破解难
题相结合，突出重点创新创优与整体推进相结
合，聚焦基本民生保障、基本社会服务精准发
力，有力服务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让民政
工作在江津这座城市上留下最真切、最生动、最
温暖的印记。

“压根没想到现在跨省扯结婚证这么方便！”前些日
子，老家在泸州市的王女士和我区居民黄先生在工作人
员指引下顺利拿到了结婚证，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

让新人倍感贴心的还有新推出的“公民婚育一件
事”服务事项。新人领完证后，可以在工作人员的指引
下，通过渝快办 APP 在线申请“公民婚育一件事”服
务，实现登记项目变更、户口迁移、生育登记等事项时
可以少跑腿。

群众办事感受度和满意度不断提升的背后离不开区
民政局在一系列便民举措上的改变。去年来，为了更好
地服务群众，区民政局创新举措，大力推动“一网通
办”和“救助一件事、婚育一件事、身后一件事”等数
字化改革，婚姻登记等 7 项“川渝通办”从“能办”向

“好办”“易办”转变……
不仅如此，区民政局还持续推动社会救助服务向移

动端延伸，按照“搭建平台、汇聚资源、整合功能、服
务群众”的思路，实现救助事项“掌上办”“指尖办”，
困难群众“进一个门办所有事”。

截至目前，通过“渝悦·救助通”平台已线上帮助
7365 人申请低保、743 人申请特困、8964 人申请低保边缘
家庭和 8708 人申请临时救助，救助事项线上申办率达
98%。试点开展“渝悦·救助通”慈善救助板块，倡导

“指尖公益”“链上公益”，初步实现部、市、区、镇、村
五级慈善项目同步在线，目前已申请线上慈善项目 13
个，成功完成线上救助 58 人，项目实施总金额 27.8 万
元，已帮扶金额17.5万元。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
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工作。回望 2024 年，
我区民政系统始终聚力民生福祉，加强民政基础工作，
扬优势、补短板，把一项项民生政策落实落细，将一条
条“民生清单”变成了老百姓的“幸福账单”，筑牢了人
民幸福之基。

枝枝叶叶民生情，踔厉实干践初心。新的一年，区
民政局将继续把一桩桩、一件件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
事”来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普惠性、基础性、
兜底性民生建设为重点，发扬苦干实干的作风、锐意创
新的精神，推动民生“加码”，为幸福“提质”，接续续
写浓墨重彩、厚实沉甸的“民政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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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朱杨镇一对年近 70
岁的老年夫妻领上了特困供养金。与
以 往 遇 困 者 主 动 申 请 救 助 的 方 式 不
同，这次救助是区民政局根据大数据
预警，主动“找人”。

这样的改变得益于我区的区级、
镇街级两级社会救助数据交换制度。

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保障体
系，去年来，区民政局每月与卫健、
医 保 、 公 安 、 人 社 、 教 育 、 乡 村 振
兴、残联等部门数据共享。同时，各
镇 （街） 则每季度交换一次，建立起
困难群众主动发现机制，变“人找政

策”为“政策找人”，主动发现、主动
救助“沉默的少数”。

救急很及时，兜底也更有保障。
一 组 翔 实 的 数 据 就 是 最 好 的 佐

证：我区城乡低保标准已分别提高到
每人每月 750 元 （城市低保） 和 610 元
（农村低保），特困供养标准提高到每
人每月 975 元；发放儿童保障金、助学

金 828.42 万元；向困难残疾人发放生
活补贴 901.22 万元、重度残疾人发放
护理补贴 1398.70 万元；实施残疾人

“福康工程”，为困难群众安装假肢 10
人次，发放轮椅 76 辆、拐杖 39 副、助
行器23副、护理床8张。

除了保障的钱变多了之外，保障
的人数也增加了。2024 年，区民政局

全面落实“单人户”施保政策、低保
渐退政策，及时给予符合条件的低收
入人口救助帮扶。

截至目前，全区共有低保边缘家
庭 7655 人，新增 6830 人；已将 4423 人
脱贫户和监测对象纳入救助范围；区
级、镇级临时救助脱贫户、监测对象
共 493 人次；“单人户”纳入低保 282
人，实施低保渐退期 210 户，确保“不
漏一户，不落一人”；

一项项政策、一串串数字，见证
了温暖困难群众的“民生温度”，拓宽
了帮扶困难群体的“广度”。

“真是赶上享福的好时候，这里饭
菜种类多，味道也好……”近日，在去
年9月开业的几江街道武城社区老年食
堂里，就餐的老人笑得合不拢嘴。

一餐热饭让老年人暖胃更暖心。为
了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到“舌尖上的幸
福”，区民政局全力推动老年食堂建
设，让老年人吃得安心、舒心。截至目
前，全区共建成老年食堂 25 家，日均
服务老年人1800人次。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便捷的养

老服务，是广大老年人依托社区居家养
老的朴实愿望。这一年，区民政局聚焦
养老服务能力提升，对全区 285 个城乡
养老服务设施运营情况进行评估考核，
发放运营补贴110.96万元，切实推动城
乡养老服务设施开展助洁、助浴、助医

等服务；全区共计 76 家备案养老机
构，其中三星 （叶） 级及以上养老服务
机构达14家，服务质量走在全市前列。

“ 幸 福 路 上 不 让 一 个 老 年 人 掉
队。”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
年以来，区民政局共摸排特殊困难老

年人 1 万余人，开展入户探访约 10 万
人次，对 10 个镇街的经济困难的失
能、部分失能老年人开展居家适老化
改造，切实做好经济困难失能老人集
中照护服务，为 13 名低保全失能对象
入住养老机构发放补助超 6 万元；发
放高龄补贴 3585.85 万元、养老服务补
贴2706 万元……

守底线、深挖潜、优服务，区民政
局从身体到心理关爱老年人，让这一份
答卷更有“深度”。

崭新的书桌、舒适的床铺、温馨的
房间……近日，困境儿童王小丽 （化
名） 看着改造后的新房间心里感到格外
幸福而温暖，“童心房”困境儿童和留
守儿童居住环境改造项目不仅给她换了
新床，还增加了书桌、衣柜。

为了改善诸如王小丽这样家庭困
难、品学兼优的困境儿童的生活学习
环境，区民政局在全市范围率先开展

“童心房”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居住
环 境 改 造 项 目 ， 按 照 不 高 于 5000 元
每户标准进行改造，目前已完成 41

户改造。
儿童是社会上最弱小、最需要呵

护和关爱的特殊群体。作为基本民生
保障的重要内容，儿童福利一直以来
是区民政局关注的工作重点。

近年来，区民政局坚持以儿童需
求为导向，实施分类保障，加强关爱

保护。全区 5000 余名困境儿童、1800
余名城乡留守儿童，均落实了儿童主
任定期走访关爱制度；开展“莎姐守
未”专项行动环境整治工作，整治涉
未成年人环境隐患问题 216 个；落实市
政府民生实事“童心相伴”困境儿童
和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项目，

开展团辅活动60场。
数据显示，2024 年来，区民政局

共发放儿童保障金、助学金 828.42 万
元，投入福彩资金 200 万元用于支持儿
童 福 利 、 未 成 年 人 救 助 保 护 机 构 建
设，加强安全改造，提升儿童福利水
平。

区民政局将继续用情用力强化孤
困儿童兜底保障，满足儿童多元化、
个性化需求，使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
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儿
童健康快乐成长撑起一片爱的晴天。

社会救助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这是一份带有“广度”的答卷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步伐加快

这是一份带有“深度”的答卷

儿童福利工作精准到位

这是一份带有“温度”的答卷

社会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这是一份带有“厚度”的答卷

老年人在社区老年食堂用餐老年人在社区老年食堂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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