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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弱有所扶
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

全市各级民政部门厚植为民情怀，聚焦

百姓“急难愁盼”，织密扎牢基本民生保障网。

社会救助方面，建立健全以基本生活救

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

会力量积极参与为补充的分层分类社会救

助体系。健全完善社会救助标准动态调整

机制，持续提高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救助标

准，有效保障近 58万名低保、特困供养人员

基本生活。大力提升临时救助时效性，全面

实行由急难发生地实施临时救助，加大对临

时遇困流动人员救助力度。积极推动社会

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向“物质+服务”救助模

式转变，指导社旗县成功入选全国服务类社

会救助试点，建立县、乡镇、村“1+16+N”三级

阵地，更好地满足困难群众多样化救助需

求。

全面摸排全市留守、困境和流动儿童，及

时落实相应救助政策和帮扶举措，保障 0.78
万名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

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及时为 14万名

重度残疾人和14.4万名困难残疾人发放补贴。

聚焦老有所养
构建养老服务“南阳特色”

我市是老年人口大市，为满足广大老年

人基本养老服务需求，市民政局积极实施人

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快全市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

目前，已建立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

络，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养老

服务机构及民办养老院共 1864家，入驻机构

老年人 6.12万人；56家乡镇敬老院转型为可

向社会老人开放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2.14
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完成适老化改造；

“六助”专业服务精准对接居家养老服务需

求，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优化、功能提升、辐射

范围更广，初步形成了覆盖城乡、数量充足、

结构合理的养老服务体系。

积极推进 2024年省定重点民生实事——

老年助餐服务工作，争取省级资金 1864 万

元，建成老年助餐场所 693个，累计服务老年

人 29.1万人次，让老年人居家或在家门口能

吃上“一口热饭”。坚持线下线上相结合，开

展了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为 2.1
万名特殊困难老年人建立台账，累计开展探

访服务 3.6万人次。

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人才培育，联合市人

社局、市总工会等 9个单位举办 2024年南阳

市养老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全年完成养老服

务人才培训 4860人次。

关注高龄老人生活质量，截至 11月，为

25 万名 80 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 1.7
亿元。

持续提升民政领域
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围绕全市发展大局，市民政局持续提升

民政领域相关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社会组织管理方面，坚持培育和监管并

重，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全市登记社

会组织 4918个，在助力我市乡村振兴、稳岗

就业、基层治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认

真落实新修改的慈善法，引导慈善组织积极

参与今年的防汛救灾工作。规范慈善力量

在扶弱济困、乡村振兴、应急救援等方面发

挥作用。扎实开展社会组织专项整治工作。

社会事务方面，积极推动婚丧领域移风

易俗改革，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形成“有人

管事、按章办事、机制健全、服务规范”的工

作机制。作为省定婚俗改革试验区，积极开

展各类婚俗改革主题活动，打造 4A 级婚姻

登记服务场所，全市婚姻登记机构婚姻家庭

辅导室全覆盖。

持续深化殡葬改革，建立惠民殡葬政

策、殡葬服务收费标准和殡葬用品价格公

示体系，提高政策知晓率和收费透明度，1
至 11月共免除群众基本殡葬服务费用

3367万元。

区划地名服务方面，为助力

新型城镇化建设，持续优化行政区划设置，

稳妥有序完成撤乡镇设街道、撤乡设镇工

作。推荐唐河县苍苔镇、桐柏县平氏镇、卧

龙区石桥镇为千年古镇，唐河县上屯镇长秋

村为千年古村落。深入推进“乡村著名行

动”，西峡县、唐河县被确定为第一批河南省

“乡村著名行动”先行区。

织密“服务网”
让困难群众温暖过冬

社会上的流浪乞讨人员是最困难、最脆

弱的特殊群体，需要社会给予更多的关心关

注。11月 12日起，我市全面启动“寒冬送温

暖”专项行动，切实保障生活无着的流浪乞

讨人员温暖过冬。

面对寒冬天气，市民政局以及全市 12家
救助管理机构启动寒冬极端天气应对工作

机制，主动出击，深入开展日间、夜间街面巡

查行动。对于愿意接受救助的，及时接入站

内提供站内照料服务；对于再三劝导后仍不

愿意入站接受救助的，发放爱心求助卡片、

告知救助方式，并提供棉衣、棉被、食品等防

寒生活物资，帮助其解决临时性困难；对于

突发急病人员，做到第一时间护送至医疗机

构进行救治，切实保障群众生命安全；对无

法提供个人身份信息的受助人员，加强救助

寻亲工作，尽快帮助救助对象回归家庭。

全市各救助机构严格落实 24小时值班

制度和服务接待制度，畅通 24 小时热线电

话，及时响应各类求助线索，及时对求助遇

困人员进行救助。同时，对站内空调、暖气

等取暖设施全面进行检查维护，全面开放供

暖，备齐棉衣棉被等各类过冬物资以及常用

药品，让受助人员在站内住得舒心。截至 11
月，全市共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2241人次，护

送 838名流浪人员返乡。③5

本报记者 李金玺

12月 19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建强副中心 打造增长极 奔向新辉煌”系列
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市民政局“打好民生保障服务‘组合拳’，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
发展”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今年以来，市民政局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
署，紧紧围绕现代化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以“五聚五提”为总抓手，聚焦高质量发展
主题，全力以赴兜底线、惠民生、优服务、防风险、助发展，推动全市民政事业不断取得
新进展新成效。

聚焦老有所养聚焦老有所养、、弱有所扶弱有所扶，，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
我市民政部门坚决打好民生保我市民政部门坚决打好民生保障服务障服务““组合拳组合拳””——

民生为民生为本本 绘就城市幸福底色绘就城市幸福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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