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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看点

面对困难 不靠不要

一个低保户的“备冬”生活
本报记者 王海龙

格链接
“她先后几次患病，得过

胆囊炎、胰腺炎，为看病折腾

得家里都揭不开锅，现在每天

还在吃药。丈夫腿脚不好属于

肢体二级残废，找个打零工的

地方都很难……”阜桥街道民

政员徐阿姨对宋大姐的家庭
状况非常了解，一边领着记者
走进宋大姐的家中一边向记

者介绍。

宋大姐所谓的“家”只是

两间加在一起不到50平方米

的小房子，这里曾经是面粉厂

的单位宿舍。“这个门原来是

钉着纱窗的，前几天我刚刚换

上了塑料布，这样能遮风挡

寒，过两天再把窗户封上，冬

天烧着火炉就会很暖和了。”

宋大姐告诉记者。

因为家中有86岁的老父

亲，如何充分准备过冬成了宋

大姐的重要工作。在室外小小

的厨房里，记者看到了宋大姐

早就备好不到一吨的过冬燃

煤。“因为提前准备，我买的煤

比现在要便宜好几百块钱，这
可省下了我们家一个月油盐

酱醋的费用。这些煤节省着烧

还是够用的……”厨房的架台

整齐地摆放着一捆大白菜和

大葱，“大葱和白菜都是趁着

市场关门时挑便宜价格买的。

过日子就是要这样学会省吃

俭用，在政府的帮助下有这样

的生活就已经很不错了。”宋

大姐满足地对记者说。

储煤、购菜这些日常的生

活细节已经成为宋大姐多年过

冬的习惯了。“我们现在做饭都

是用蜂窝煤，再过些日子就要

烧煤炉了，既能取暖还能做饭，

一举两得。”宋大姐最担心的就

是下大雪，天气变冷，家里人出

现感冒的状况。宁可烧暖和点

也不能冻着任何人。宋大姐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一场

感冒要花费上百元，而多少烧

点煤要比这合算。”

济宁市民政局
社会救助科殷令喜
科长告诉记者，从
2008年起，按照济宁
市《关于发放市城区

城镇困难居民家庭
冬季取暖补贴的通
知》，政府对市城区

低保对象、“绿卡”救
助对象和特困职工

家庭按照每户455元

的标准给予补贴。

每个采暖期发
放一次。发放范围为
市城区 (市中区、任
城区、济宁高新区、

济宁北湖度假区)三
类困难居民家庭：一

是享受城镇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的家庭；

二是享受破产企业

“绿卡”救助的困难
职工家庭；三是持有
总工会发放的“特困
职工证”的特困职工

家庭。城镇低保对
象、“绿卡”救助对
象取暖补贴由民政
部门随低保金、“绿
卡”救助金一同发放
到户。

到了冬季，困难群体更让社会各界牵挂。(资料片)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11月9日，立冬

后的第三天。当天

天气预报显示，晴，

6℃-17℃。济宁市

中区阜桥街道的低

保户宋大姐拎着一

把菠菜从市场回到

家中。今年 47岁的

宋大姐，和丈夫都

是济宁市第一面粉

厂 的 下 岗 工 人 ，

2007年因为家境贫

困被纳入差额低保

的范围。

储煤、购菜，细心“备冬”

正说着，宋大姐开始准

备午饭，在房间内的一张桌

子上，一个碗里盛着刚刚炸
出的丸子。“用买来的一点菠

菜，烧一点咸汤，放些刚炸出

的丸子，这样的中午饭也不

错，不用炒菜还吃得很舒服。

困难面前，生活就是要这样

自己去调剂……”宋大姐的

言语中并没有对生活的抱

怨，更多的是一家人其乐融

融的幸福。

“其实，每年政府都给予

我们很多的帮助，阜桥街道

民政办的同志们经常到家里

来嘘寒问暖，过节的时候还

送些米面油等生活用品。有
这些，我们就已经很满足了。

毕竟这个社会上还有更多需

要帮助的人。”谈到政府对自

己的帮助，宋大姐充满感激。

当听说今年的低保户取

暖补贴将于近期发放时，宋

大姐显得格外高兴。“每平方
补助9块钱左右，每户能补助

四五百块钱。每个月还有低

保补贴，每年的冬天都能暖

暖和和地度过，这对于低保

户来讲已经很知足了。”

“这两天，她刚刚参加了

人口普查活动，负责 84户的

调查入户工作，忙活了一个

多星期了，有时候饭都顾不

得吃。”一起陪同采访的民政

员徐阿姨告诉记者，受到社

会帮助的同时，宋大姐没有
忘记尽微薄之力回报社会，

经常积极参与社区的公益活

动，帮助周围的街坊邻居。在

他们的眼里，宋大姐给人的

印象更多的是一个积极乐观

向上的生活者。

当人口普查员，回报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