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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收官之年，淄博民政部门成绩单如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马玉姝

近日，淄博市民政局晒出了
“十三五”收官之年的成绩单。
2020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淄博市民政局牢固树立“事
争一流、唯旗是夺”的工作理念，
按照“建好一支队伍、完善三大体
系、加快四个创新”的总体思路，
深化改革、奋发作为，用心用情用
力为民服务，各项工作创新发展，
成效显著。

社会救助篇

2020年7月21日、11月24日，两次
提高社会救助标准，城市低保由年
初的每人每月600元提高到720元，
增幅20%；农村低保标准由年初的
每人每月429元提高到540元，增幅
26%。城市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
标准由每人每月900元提高到1080
元，增幅20%；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
活标准由每人每月558元提高到702
元，增幅26%。

城乡低保对象由年初的48669
人增加至年底的60057人，增长了
23 .4%，低保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对全市10类人员的51项救助
政策，进行全面梳理、系统集成，方
便困难群众求助受助。建立特殊困
难家庭人员长效救助机制，评估认
定符合照护条件的各类失能人员
共计14752人，每月投入生活照料支
出310余万元，保障他们生活得更
安全更体面更有尊严。将4983名低
保边缘贫困群众参照低保进行管
理，确保他们稳定脱贫不返贫。

全年为5641名城市低保对象

发放资金3758 . 6万元，为54416名农
村低保对象发放资金20282万元；为
380名城市特困供养对象发放资金
653 . 8万元；为7828名农村特困供养
对象发放资金7705 .6万元；为2360名
临时救助对象发放资金843 .1万元；
为94名城乡低保家庭大学本科新
生发放一次性救助金41 . 8万元；为
7500户城乡低保、特困对象发放供
暖补贴或优惠减免取暖费260余万
元；为14752名特殊困难家庭人员投
入资金约2050万元。

年内共救助流浪乞讨人员544
人次，护送返乡159人次；为102名身
份不明受助人员成功寻亲，帮助他
们重新回归家庭；救助保护未成年
人19人次，庇护遭受家暴妇女3人。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综合保
障标准由每人每月100元提高到130
元，增长30%。为22685名困难残疾人
人，发放生活补贴3329万元。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综合保
障标准由每人每月100元提高到114

元，增长14%。为47582名重度残疾
人，发放护理补贴6909万元。

集中养育孤儿基本生活费由
每人每月1843元提高到1940元，共
为90名集中养育孤儿发放基本生
活费200余万元。

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由
每人每月920元提高到1500元，提高
63%。共为178名社会散居孤儿发放
基本生活费260余万元。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
费由每人每月920元提高到1500元，
提高63%。共为449名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发放基本生活费390余万元。

重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由
每人每月500元提高到1100元，提高
120%。共为98名重点困境儿童发放
基本生活费90余万元。

养老事业篇

全市共建成养老机构148家、
日间照料中心200处、农村幸福院

585处、养老服务信息平台9处，拥
有各类养老床位3 . 2万张，建成街
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22处，覆盖
71%的城市街道。

实施敬老院改造三年提升工
程，在2020年改造提升敬老院4处、
560张床位的基础上，2021年改造提
升敬老院2处，床位140张。全市失能、
半失能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67%。

创新开展“长者食堂”试点，59
处长者食堂已全部投入运营，日均
接待老人1500余名，老年人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让养
老服务更有温情。

突出标准化规范发展，以星级
评定推进全市养老服务机构服务
质量提档升级。2020年，共评出5星
级养老机构1家、4星级7家、3星级27
家，3星以上机构占养老机构总数
的24%。评定护理型床位8972张，占
比达47%。

突出连锁化网络发展，鼓励专
业养老服务组织连锁化运营。全市
8家专业养老服务组织，连锁运营
26家养老机构、22家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9家农村幸福院。

社会服务篇

建立全民普惠的殡葬惠民政
策，为具有淄博市户籍的去世居民
免除殡仪车遗体接运费、3天内遗
体冷藏费、普通炉遗体火化费、1年
内骨灰寄存费等7项基本殡葬服务
费用，平均每人免除约1000元。

初步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墓保
障体系，全市建成公益性公墓942
处，节地生态安葬率达到80%。

7月1日起，在全省率先试点
婚姻登记“全市通办”，共办理跨

区域婚姻登记193对。
全市共 有 各 类 社 会 组 织

3827家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发展。
6 1 8家社会组织参与了脱贫攻
坚，累计投入各类款物 4 8 7 7万
元，受益困难群众达到18万人。

福利彩票销售收入5 . 1亿元。
全市284个城市社区中有283

个社区的服务中心经改造达标。
全市共建立市级城乡社区

协商示范点4个、区县级城乡社
区协商示范点34个，乡镇级101
个，村级议事协商示范点86个，
保障村(居)民监督权和知情权。

疫情防控篇

启动实施了“携手同心、守望
相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项募
捐活动。募集慈善资金1 . 57亿元，
物资折价5200余万元。

与困难群众一起共抗疫情、
共渡难关，共为54 . 26万人次困难
群众发放临时价格补贴2390万
元，口罩2万余只，消毒液1 . 36万
余公斤，蔬菜5400余斤，生活物资
(馒头、大米、面粉、鸡蛋、牛奶等)
1 . 2万余件。

全市163家养老院、儿童福利
院、婚姻登记处、殡仪馆和流浪乞
讨人员救助中心等各类民政服务
机构实现零疫情。

2021年，全市民政系统将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耕细作、
务实创新，唯旗是夺、事争一流，
奋力推进全市民政事业高质量发
展，为淄博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淄博市人大代表肖洪涛：

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品质民生贡献力量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文珂

淄博的民生领域要从基础民
生向品质民生转变，而卫生健康
领域作为民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应当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品质
民生贡献一份力量。

市人大代表，淄博市卫健委
党组书记、主任肖洪涛建议，要抓
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抓好公共卫生服务能
力的提升工作。肖洪涛认为，新冠
疫情暴露出淄博公共卫生体系中
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的一些短

板。硬件方面，要加快市公共卫生
中心、市传染病医院、市中心医
院、市第一医院等综合医院的传
染病科室的建设。软件方面，则要
加快疾控医疗机构的体制机制改
革。

其次，肖洪涛建议，要通过
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服
务品质，为淄博市民的身体健
康筑起坚强的防护屏障。筑起
防护屏障的重点是提升医疗服
务的能力。一是要积极打造更
多的高水平特色专科，积极创
建省级乃至国家级重点学科。
二是要加大与国内外高端学科

的“高位嫁接”，引进高端医疗
资源。通过学科建设和人才引
进及培养，真正使淄博卫生综
合服务能力能够得到快速提
升。

抓好上述两个方面工作之
外，肖洪涛还建议要加快补齐基
层医疗卫生能力不足的短板。

“ 提 升 的 重 点 体 现 在 农
村。”肖洪涛说，目前，淄博已经
在基层建立了86个乡镇卫生院
及 8 8个基层名医工作站。他建
议，通过县招、镇管、村用的办
法，加快引进优秀、年轻的医务
人员到基层，充实农村医疗卫生

水平，以此来改变农村“缺医”的
现状。

站在“十四五”的起点上，
肖洪涛对未来淄博卫生健康领
域充满了期待。

“作为卫生健康工作者，我
们有一个很朴素、很美好的期
待，那就是通过医务工作者的
努力，让老百姓能够少得病、晚
得病、甚至是不得病，最终能够
让老百姓的平均预期寿命逐步
延长，让老百姓能够更健康地
生活。”肖洪涛说，这将是淄博
卫生健康部门一直努力追求的
目标和方向。

淄博市人大代表曲东升：

做全方位努力,让年轻人来到淄博留在淄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文珂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上演“抢
人大战”，“参战”的各市纷纷出台不
同版本的人才政策，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梳理发现这些政策表现的
形式可谓是“一山更比一山高”。

作为对淄博发展有深入思考
的企业家，淄博市人大代表、新东
升置业集团董事长曲东升今年格
外关注人才招引问题，尤其是怎么
让年轻人来到淄博、留在淄博。

在张店区代表团分组审议中，
对于淄博如何更好地吸引年轻人，
曲东升谈了自己的思考，并提出了

建议。
曲东升代表介绍，去年年底以

来，广州、深圳、杭州等城市掀起了
新一轮“抢人大战”，力度之大前所
未有。淄博某家机械制造业企业招
聘技术工人的年龄放宽到了45岁，
可见制造业企业招年轻技术工人
的难度之大。

曲东升认为，在吸引年轻人方
面，淄博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比
如出台了力度非常大的人才“金
政”37条；再比如，成功举办了麦田
音乐节、青岛啤酒节，以及全市的
城乡环境大整治和精细管理大提
升等，这一切都是围绕更大力度的
吸引人才、吸引年轻人来淄博，效

果是十分明显的。
曲东升认为，在一些细节上，

淄博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此，
他提出了12个字的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降标准”。他认
为，只要是年轻人，不管是高层次
人才还是一般产业技术工人，淄博
都应给他们一些优惠，争取让他们
能够在淄博留下来。

第二个建议是“重平衡”。淄博
现在很重视引进人才，但在引进人
才的同时还要防止本地人才尤其是
年轻人的流失，在引进来的同时也
要留住我们现有的人才和年轻人。

第三个建议是“送温暖”。年轻
人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都会面临

适应期，用人单位特别是全社会应
该让这些人感受到我们这座城市
的温暖；有些人来了之后可能又走
了，这也很正常，但我们要找出普
遍性的原因来指导今后的工作，并
适时调整我们的政策，争取今后的
工作能更精准、更有效。

第四个建议是“树形象”。应当
抓住一切机会提高淄博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各区县的一些全国性活
动也应该尽量兼顾到宣传提升“淄
博”这一品牌。

曲东升认为，年轻人就是一座
城市的未来，在吸引年轻人方面无
论做多么大的努力，无论做多么艰
苦细致的工作，都是值得的。

淄博市人大代表曲东升

淄博市人大代表肖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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