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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政局局长张苏华来两报接热线时表示

城乡低保标准明年还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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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8日讯 18日上午，济南市民

政局局长张苏华和副局长翟旭东、杜红波带

领相关处室负责人一行近20人，做客齐鲁

晚报·生活日报新闻呼叫中心，接听市民电

话。在短短90分钟内，先后有220多位市民

打进电话就民政热点问题与市民政局相关

领导进行沟通。张苏华在解答市民疑问时明

确表示，明年的低保标准还会提高，而且有

望建立自然增长机制。

“您好！我是济南市军休五所的退休干

部，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离退休

老干部的冬季取暖补贴如何发放……”上午
9时30分，接听电话的时间刚到，77岁的市

民马先生便第—个打进本报热线咨询。市民

政局局长张苏华一边接听电话，一边进行记

录，并耐心地回答马先生的问题。

张苏华说，有关军休所离退休老干部冬

季取暖补贴的问题，目前全省17个市的发

放标准不一样，不同级别的干部标准也不一
样。到底是按人头发放，还是按人均发放，以
及遗属的取暖补贴怎么办，还要等上级文件

有了明确规定之后才能执行。对于马先生反

映的其他问题，张苏华表示，她将在近期带

领相关处室负责人到军休所现场给予答复。

在张苏华接听市民来电的同时，两报新

闻呼叫中心所设的十余个热线接听席位上电

话铃声不断，市民政局副局长翟旭东、杜红波

及相关业务处室负责人都忙个不停，电话一个

接一个，几乎没有空闲时间。

热线接听结束后，张苏华现场召开了一
个调度会。她在会上说，通过两报热线这个平

台，她直接了解了基层百姓最关注的民政问
题，为下一步做好民政工作提供了思路。她要
求各相关处室，对于市民提出的问题，能立即

明确答复的就立即答复，不能立即答复的，要
在调查研究后，主动和市民联系进行解答，给

市民一个及时的反馈。

“您放心，下周我将带领相关

负责人上门给您解决。”18日上

午，市民政局局长张苏华带领相

关处室负责人来到本报接听热

线，在短短90分钟的时间里，接

听、协调处理了200多位市民的

热线。在随后召开的现场会上，

张苏华表示，对于市民反映的问

题，相关处室回去后都要办好，

给市民做出回复。

“您好，张局长，我想向您反

映一个军休干部取暖费的问题。”

18日上午9时30分，张苏华刚刚来

到本报新闻呼叫中心，市民马兆

吉就首先打来电话反映问题。马

兆吉表示，他打来电话是想反映

一个关于军休所干部取暖费的

问题。在近16分钟的时间里，

张苏华详细了解了马兆吉反映

的问题并做出答复。张苏华表

示，这个问题比较常见，很多

人都反映过。对于这个问题，

省内各市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标准也
会有所不同。市民政局将核实省

民政厅的规定，比照相关的具体

措施做出解答，给出一个满意的

答复。

“请您放心，本周我可能过不

去，下周我将带领相关负责人亲

自上门给您解决。”张苏华在记

下马兆吉的电话和地址后说。

在90分钟的时间里，电话一
个接着一个，对于接听的12个电

话，张苏华都认真做了记录，有的

现场安排相关处室的负责人给予

答复。接完热线后，张苏华表示，

市民反映的问题非常好，热线的

时间有限，大多只能从政策上进

行解释，对于个别问题，还可以事

后单独解决。

“该谁管的问题回去后都要
办好，要对市民做出答复，并由办

公室汇总给我。”张苏华对各处室

负责人提出明确要求。

“城乡低保人群看病是
大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看
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我
们明年重点建立‘低保家庭
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市
民政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翟旭东表示，目前，城乡低保
人群都已免费加入医疗保险
体系，城市低保人群加入“城
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农村
低保人群加入了新农合。

“但是这些只能报销一
部分医疗费。”翟旭东称，参
加保险的都是出院后才能报
销医药费，而实际情况是，部
分低保家庭在住院交费的时
候，就很难拿出这些钱，为了
解决这种尴尬、方便低保户

看病，市民政局为这些低保
家庭设立定点医院，在享受
医疗保险的基础上，民政部
门再报销部分医疗费用。

“我们事先和定点医院
签好协议，低保户开始住院
的时候，民政部门就可以介
入，解决他们看病的经济负
担。”翟旭东称，这样一来，也
改变了之前“出院时才能报
销”的状况。

翟旭东称，“医疗救助一
站式结算”所涉及的病种、报
销的比例、具体的费用等问
题，民政部门还在摸底调查
中，具体标准确定后，明年城
乡低保家庭就可以享受到更
加人性化的服务政策了。

“明年的低保标准还会
提高，而且有望建立低保标
准自然增长机制。”18日，市
民纷纷拨打本报热线咨询
低保问题，市民政局局长张
苏华对此做出明确回答。

“现在物价增长很快，

对困难群众的低保标准会
不会提高呢？”18日上午，市
民刘女士给本报打来热线
询问明年的低保问题。市民
政局局长张苏华表示，虽然
还没有最终确定，但2011年
的低保标准还会提高，而且
有望建立低保标准自然增
长机制，并适时启动价格联
动机制。

据市民政局党委副书
记、副局长翟旭东介绍，低
保标准自然增长机制有两
种标的物，城市低保标准以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的
物，农村以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标的物，低保标准每年
将按照标的物的增长幅度
适当增加。随着经济的发展
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济南的
城乡低保保障水平逐年提
高，为了减少人为因素，特
意建立了低保自然增长机
制，有了更科学合理的依
据。“经济水平提高了，低保
标准也随之提高，这样才能
真正保障低保群体的生
活。”

记者了解到，今年济南

市提高了城乡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和五保供养标准。市
内五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由每人每月 330元提高到
360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由年人均不低于1200

元提高到1320元，集中供养
标准由每人每年不低于
2700元提高到2800元，分散
供养标准由每人每年1700

元提高到1800元。

另外，对于因老、幼、

病、残等原因导致日常消费
支出过大、明显影响基本生
活的特殊困难城乡低保家
庭，城市每户每月加发 50

元，农村每户每月加发 20

元，随同城乡低保金一同发
放。所有城乡低保家庭，每
月都可以享受每户6 . 5元的
用水补贴。

据介绍，今年以来，城
市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
指数主要呈上升趋势，城市
低收入居民生活受到一定
程度的影响。按照2009年物
价、民政、财政、统计部门联
合出台的政策规定，将以季
度为周期，当低收入价格指
数季度同比涨幅超过5%时
启动联动机制。当生活必需
品价格突发性大幅上涨时，

经上述部门核定，提出向低
保群众发放一次性价格补
贴的建议，报市政府批准后
实施。

“章丘的低保标准是每
月280元，我们为什么是260

元呢？”18日，平阴县一位居
民打来热线，询问低保标准
为何不统一。

对此，市民政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不同地方的保障
标准是不一样的，市区(包
括历下区、市中区、槐荫区、

天桥区、历城区、高新区)为
每月330元，章丘市280元，

长清区300元，平阴县、济阳
县和商河县则为260元。

对于农村户籍的保障标
准则是按照年度计算，市中
区和高新区为1800元，天桥区
1560元，槐荫区、历城区1440

元，章丘1460元，长清、平阴、

济阳、商河则是1200元。

18日，不少市民打来热
线询问低保申请条件，尤其

是一些重度残疾人和重病
患者，特别关心能否单独申
请低保，对此，市民政局副
局长翟旭东表示，即使家庭
月人均收入没有达到当地
最低保障标准，但只要符合
相关条件，是可以单独享受
低保待遇的。

“年满30周岁以上、无
劳动能力且未婚的残疾人，

可以单独申请城市低保。”

翟旭东表示，此外，患有恶
性肿瘤、肾移植、尿毒症、白
血病以及当地政府认定的其
他重大疾病的病人家庭，家
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保障
标准两倍的，患者可以单独
享受低保待遇，按当地低保
标准给予保障。“这种救助，也
是济南民政救助的一个特
色。”翟旭东称。

在接听热线时，

张苏华向市民承诺：

“下周我将上门

给您解难题”

低保户看病

可一站式结算低保标准适时启动

价格联动机制1

低保户看病报销

明年将会更方便2

18日，市民政局局长张苏华带领相关处

室负责人来到本报接听热线，市民纷纷打进

电话咨询申请低保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办理

低保？有特殊大病的市民能否申请？对此，市

民政局有关负责人一一进行了解答。

低保保障标准有差别

特殊群体可单独申请4

□拟建低保标准自然增长机制

□三项救助新规保障低保家庭

□大病患者可以单独享受低保

城乡低保家庭如果遇
到特殊困难，有没有特别的
救助制度？市民政局党委副
书记、副局长翟旭东称，今
年，民政局推出了临时救
助、教育救助、分类施保三
项新制度，主要针对城乡低
保家庭的特殊困难。

翟旭东称，今年6月，市
民政局出台了《关于建立城
乡居民临时救助制度的通
知》，对因遭受意外事故、自
然灾害、重大疾病等造成家
庭生活特别困难的城乡居
民家庭给予1000元—10000

元的临时救助。截至目前，

已向606户城乡困难家庭发

放临时救助金168 . 8万元。

为了保证低保家庭子
女入学，今年5月，市民政局
出台《关于切实做好城乡低
保家庭高等教育新生入学
救助工作的通知》，对城乡
低保家庭中，参加当年全国
普通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经
正规程序录取的全日制本
科大学新生进行一次性入
学救助。每人不低于 4000

元，已于9月10日前由县(市)

区民政部门全部足额发放
到救助对象手中，确保每一
名受助学生入学前领到救
助金。今年已经发放了136 . 8

万元，救助大学新生343人。

今年新推

三项保障新规3

C04-C05版稿件采写

本报记者 王光照 喻雯 王光营

郭学军 徐佳 赵国陆 吉祥

市民政局局长张苏华在热线中解答市民疑问。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