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1日讯(记者
赵伟 见习记者 张頔)

“作为来自城管部门的一名
新委员，我代表全市1万多
名城管工作者，向大会提交
了设置‘全市义务劳动日’
的提案，动员全社会都来爱
护我们美丽的泉城，共同参
与城市管理。”3月1日，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市政协委员
阴洁伟开门见山地表达了
自己的观点。

阴洁伟建议，动员全体
市民积极参与社会管理，设
置“全市义务劳动日”，每周
或每月固定一天时间，开展
环境大扫除活动。由市、区、
街、居四级分别组织机关团
体、事业单位干部职工走上
街头，参加义务劳动，倡导
文明之风。要以社区为单
位，动员社区居民、经营业
户打扫卫生，清理楼道，整
洁庭院。要建立多种形式的
群众志愿者平台，动员和鼓
励各部门各单位组建各种
形式的群众性义务劳动队
伍，开展志愿者活动，在全
市形成浓厚的全民参与创
城、个个爱护城市环境的良
好氛围。

从2010年开始，本报联
合济南市城管局组建了百
姓城管队，并成立了百姓城
管协会，先后开展了62次百
姓城管义务劳动，开展百姓
城管义务法律法规宣传演
出55场，百姓城管人数达10

万人，形成良好的群众参与
基础，也受到济南市民的普
遍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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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济南市民政局局长张苏华谈“社”字民生

今年低保将有质的提高
本报记者 孟敏 实习生 刘华东 杨亚平

目前，济南平均六个人
中就有一个年过六旬的老
人。张苏华表示，要加大社会
化养老机构建设力度，支持街
道、社区整合资源，发展日间
照料中心，健全居家、社区、机
构三位一体的养老服务模式。

“‘贴心一键通’已有
6000多人使用，今年建立养
老信息系统，可以此为基础继
续扩大。”张苏华说，目前济南
市民政局与中国老龄基金会
专业服务团队合作，开通呼
叫服务系统，实现了与120、

110、119三方实时通话，2011
年实施紧急救助300余人次。

张苏华表示，老年服务
事业将会迎来一个大的发
展，有望成新经济增长点。今
后将鼓励民间资本大力投资
各类养老服务设施。

张苏华表示，将继续深
入推进阳光民生救助体系建
设，加快建设村(居)阳光民生
救助评估委员会，推动社会救
助长期公示制度；建立完善城
乡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

统，力争与房管、社保、车管
等相关信息核对部门建立数
据交换；“要提高慈善救助工
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张苏
华表示，将健全社会救助、社
会保险、社会福利与慈善救

助相衔接的新型救助机制，重
点加强对善款(物)接收、发放
和使用情况的监管；开发建设
低收入居民家庭信息比对系
统，建立与相关信息核对部门
联通的数据交换专网。

“济南今年将试点树葬，
推行绿色殡葬、生态殡葬。”
张苏华表示，倡导殡葬新观
念，市民会有一个接受的过
程。

同时，将做好公墓年检
工作，推广农村公益性骨灰
堂(公墓)建设。推进省城殡
葬改革。鼓励和引导骨灰安
放、深埋、播撒等文明、节俭、

环保的安葬形式，研究推广
“殡仪服务进社区”等新的殡
葬服务和管理方式，形成“绿
色殡葬、文明祭奠”的良好氛
围。

阴洁伟委员建议

设立义务劳动日

“社会事务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

处……民政工作前头常常带个‘社’字，说明

民政工作的社会性比较强。”济南市政协委

员、济南市民政局局长张苏华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民政工作涉及面儿广，和老百

姓生活息息相关，今年在养老服务、婚丧嫁娶

等方面都将推出便民措施。

“今年，低保和‘五保’将
继续稳步提高，是个基础，起
到‘兜底’的作用。”张苏华表
示。

据了解，从2011年起，济
南市城市低保标准参照上年
度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30%左右的比例，农村低保
标准参照上年度农民人均
生活费支出 3 3%左右的比
例，农村五保集中供养标
准参照上年度农民人均纯
收入40%左右的比例，分散
供养标准参照上年度农民人

均纯收入25%左右的比例，
分别确定当年保障标准。“这
是突破性的质的提高。”张苏
华说，今年将主动衔接新的
国家扶贫线标准，确保农村
低保供养水平不低于每年
2300元。

低保：农村年供养水平不低于2300元

殡葬：大力推行绿色生态殡葬

救助：将提高善款使用透明度

养老：有望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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