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版 32025 年1月14日 星期二

济宁民政系统完善社会参与体系，优化专项行政管理，
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找准切入口和发力点。

慈善福彩事业健康蓬勃发展。市委、市政府高位推进慈
善工作，“四大班子”每年带头开展“慈心一日捐”活动，登记
认定慈善组织达到64家，设立社区慈善基金483支。2020
年以来，累计募集慈善资金20.57亿元，实施“情暖万家”“朝
阳助学”“康复助医”“情暖夕阳”等慈善救助项目，帮助94.18
万群众解决上学、就医、养老等生活困难。济宁累计荣获“中
华慈善奖”10项、“山东慈善奖”53项。福利彩票事业稳定向
好发展，坚守公益初心，2020年以来，全市福彩销售额累计
达到43.25亿元，筹集公益金13.34亿元，市场份额稳居全省
第一，举办济宁市首届福彩公益文化节，推出“五彩蜗牛”公
益服务项目，为“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社会公益项目建
设提供了有力资金支持。

社会组织积极发挥功能作用。社会组织实现党的组织
和党的工作“两个覆盖”，党建入章率达到100%。完善社会
组织全流程综合监管制度，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动员引
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振兴、东西协作、县域经济和强市

建设，1891家社会组织实施乡村振兴项目1836个，累计投入
2.5亿元，受益群众达到683万人次。2024年，行业协会商会
减免、降低收费1200余万元，惠及3900余家企业；以招聘
会、对接会等方式帮助行业企业吸纳就业人员9082人，搭建
交流合作平台和供需对接平台113个。5家社会组织获评

“山东省社会组织标杆”，10家社会组织获评“全省服务高质
量发展出彩社会组织”。

地名管理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出台《济宁市地名管理办
法》《济宁市城市道路命名导则》，进一步完善地名管理制度
体系。实施“乡村著名行动”，全面推进乡村地名命名设标、
文化保护、信息服务、应用赋能。2023年以来，新命名城市
道路272条、乡村地名2969条，设置维护地名标志2800个，
助力乡村快递从“进村”到“入户”不断升级。加强地名文化
传承保护，编撰出版《济宁市地名志》丛书、《济宁市地名保护
名录》，拍摄“守望地名”地名文化短视频28部，集成出版《守
望地名·印象济宁》地名文化图书，“印证济宁”地名篆刻作品
在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全省旅游发展大会等重大活动中展
出。

发挥职能优势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近年来，济宁民政系统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制定实施济宁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行动计划，注重以改革创新的办法破难题、补短板，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把一项项惠民利民政策落实到位，让群众更加真切感受“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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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民政系统大力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不断改革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
应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进一步织密扎牢民生兜底保
障网，让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更有保障。

持续提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建立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挂钩、按一定量化比例确定低保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5年6
次大幅提高9类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标准，其中，城、乡低保标
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993元、816元，城、乡特困人员供养标
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1292元、1061元，33万余名困难群众纳
入兜底保障范围，衣食无忧得到确保。

逐步拓展兜底政策覆盖面提升精准度。明确低保边
缘家庭中的重病重残人员可以参照“单人户”纳入低保，
对遭遇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困难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

现严重困难的人员，取消户籍地、居住地临时救助申请限
制。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向“物质+服务”综合救助
模式转变，开展“济时救—幸福来敲门”行动，为 3.2 万名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提供社会化专业照护服务。强化低收
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归集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低保边缘人口、刚性支出困难人口、防止返贫监测对
象等低收入人口基本信息，加强社会救助职能部门之间
的信息共享和数据比对，线下依托“铁脚板”入户核查，形
成低收入人口监测帮扶“救助链”，有效避免救助遗漏和
重复救助。

擦亮“济时救”社会救助品牌。全面推行“主动告知、
主动发现、快速响应、即时救助、跟踪转介”闭环救助模式，
创新设立“济时救”特别响应救助基金，2024年基金总额达

到2300余万元，救助重大急难群众800余人次，让遭遇急
难困境的群众能够通过社会救助得到兜底保障。“济时救”
品牌获评全省优秀社会救助品牌。“诚信救助”做法获评全
国社会救助领域创新实践优秀案例。3个县获评全省社会
救助综合改革试点。

加强特殊群体生活保障。推动建立残疾人“两项补
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实行资格认定“静默认证”，困难残
疾人服务保障水平明显提高。加强和改进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管理，每年开展“真情救助·温暖过冬”专项救助活动，
联合社会力量开展“共筑团圆梦”公益寻亲行动，建立长期
滞留流浪乞讨人员落户工作机制，2020年以来，救助流浪
乞讨人员3579人次，寻亲成功返乡3476人，落户安置103
人。

兜牢民生底线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一老一小”是大多数家庭的重要民生关切。济宁民政系
统围绕保基本、促普惠、市场化，推进“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建
设，努力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老有所养、幼有所育”。

老龄工作体系不断完善。优化调整市老龄工作委员
会，修订市老龄委工作规则，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任务，协
同推进“政策惠老、居住适老、数字助老、就业帮老、法律护
老、社会敬老”，构建起党政主导、部门协调、上下联动的“大
老龄”工作格局。目前，基层老年协会覆盖率达到71.7%，
成功创建12个全国老年友好型社区，5.37万老年人享受经
济困难老年人生活补贴，2020年以来，实施困难老年人家
庭适老化改造8024户，为10.4万特殊困难老年人开展探访
关爱超过145万次。

养老服务供给更加多元。实施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三年
行动，调整优化养老服务发展资金补助政策，加快构建居家社
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建成各类养
老设施1566处，其中养老机构230家、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179处、农村幸福院687处、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51处、
助老食堂419处，一批全国知名养老品牌落户济宁，济宁市成
功入选2025年全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7个县（市、区）被评为全省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示范县，逐
步形成兜底供养有保障、普惠养老能满足、中高端市场可选择
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供给格局。

儿童福利和权益保障工作开拓新局。全面落实困境儿
童分类保障政策，机构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含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重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标准分别达到每人
每月2483元、1987元、1479元。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
权益保障工作，将心理健康服务纳入工作内容，“心能量 树
成长”工作法入选全国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首批创
新案例。连续举办3届“点燃爱心 牵手成长”公益创投大
赛，撬动社会资源6280万元，助力困境儿童与社会组织双
成长，工作模式入选全国社会工作创新发展大会典型案
例。市、县、乡三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实现全覆盖，基
层儿童主任队伍规范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全
国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建设现场推进会在济宁召开，泗水县
获评全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示范县，汶上县、泗水县被确定
为全国“护童成长”项目试点。

增进民生福祉 提高“一老一小”生活品质

济宁民政系统紧盯群众操心事、烦心事、为难事，
锐意进取、改革创新，推动基本社会服务更专业、更便
利、更暖心。

让婚姻登记成为幸福生活的新起点。打破户籍
限制，全面实现“跨省通办”“全市通办”，当事人可以
预约选择济宁任一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业务，
让新人免于为爱奔波。建立特殊节假日开展预约结
婚登记制度，赢得群众和媒体点赞。深化“婚育户”一
件事改革，举办集体婚礼、结婚颁证仪式、婚姻家庭辅
导服务等特色活动，研究推出新中式婚礼模式，倡树

文明简约婚俗新风。在全省婚俗礼仪展演中，新中式
婚礼荣获“我最喜爱的新婚礼模式”一等奖。

办好“逝有所安”这件人生大事。全面推行惠民
殡葬政策，每年为群众节省治丧费用5000余万元。大
力推进殡葬设施建设，建成公益性公墓506处，8处安
葬设施入选全省“逝有所葬、迁有所去”生态安葬试点
项目。将济宁孝贤文化与“反对浪费、文明节俭”等新
时代文明实践要求相结合，推行村书记致悼词等做
法，创新开展集体共祭、鲜花祭扫、代客祭扫等服务，
弘扬“厚养礼葬”新风正气。

深化改革创新 扩大婚姻殡葬服务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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