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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资助助推社会力量

兴办养老机构

打造“贴心一键通”助老服务平台

目前，全市共有老年公寓70家，平
均入住率60%左右。济南老年公寓多
以基本生活型为主，绝大部分为个体

经 营 。总 体 来
看，济南养老机
构设施档次低、
规模小，不能满
足当前老龄化
日益严峻的发
展要求。

为进一步
鼓励和支持社
会力量兴办养
老机构，2011年
底，济南市民政
局和财政局联
合出台了《济南
市社会力量兴
办福利机构资
金资助暂行办
法 》( 济 民 发

〔2011〕58号)，
采取床位补贴
和入住人数补
贴两种方式对
济南社会力量

兴办的养老机构进行资助，建立起政
府资助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的长效
机制。根据标准，每张床位将给予
1000—4000元不等的床位补助，每收
住一名本市籍老年人，给予每月60元
的运行补贴。

2012年6月8日，第一次资助金发

放仪式举行，为首批符合条件的58家
养老机构发放资助金近600万元，极大
地调动了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事业的积
极性，为实现到“十二五”末，每千名老
年人拥有各类养老床位数30张的目标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力开展公益性公墓（骨灰堂）建设

推进农村地区殡葬改革深入发展

济南于2009年底在济阳县先行试
点建设农村公益性骨灰堂。公益性骨
灰堂建设，采取县市民政部门奖励一
块、乡镇补助一块、村集体自筹一块的
办法，在尊重村民意愿的前提下，按照
每千人100-2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
每个骨灰堂2000-3000个格位的标准
分批建设。据悉，到2010年底，全县共
建成农村公益性骨灰堂47个，安葬骨
灰3800多个。

在总结济阳县经验的基础上，从
2010年起，将公益性公墓和骨灰堂建
设列入市级福彩公益金资助项目，新
建成并经县公益性公墓和骨灰堂建设
验收小组验收合格的建设项目，县、乡
(镇)财政双份予以相应资金奖励，全
力确保农村殡葬改革的公益性方向。
从2011年起，济南以点带面，按照“市
级民政部门推动、县乡两级政府主导、
村居自治组织落实”的原则，根据各地
实际情况在全市农村地区全面推行公
益性公墓和骨灰堂建设。

济南各县在平原地区全面推行公
益性骨灰堂建设，在山地丘陵地区大
力推进公益性公墓建设。截至目前，济
南市各级投入农村公益性公墓和骨灰
堂建设的资金已达5000余万元，已建
成公益性公墓和骨灰堂128处，2012年

又规划建设86处，建成后可为15万群
众提供骨灰安葬和安放服务。

据初步测算，济南农村地区推行
公益性公墓和骨灰堂建设三年以来，
累计减少和集中迁移露天坟头10万余
个，节约耕地600余亩，节省丧葬费近
3000万元。

命名新地名2379个

打造地名文化品牌

投资1100万元建地名文化广场

为适应新形势对地名管理工作的
要求，济南市进一步规范地名命名，提
高办事效率，做好地名服务工作。据统
计，截至目前济南共注销地名218个，
占新中国成立前地名总数的35%；共
命名新地名2379个，是新中国成立前
地名总数的4倍。

同时，济南增强地名命名工作的
透明度；扩大地名命名工作的社会参
与度；以组织开展地名文化活动为载
体，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实现地名
文化良性发展。

济南市还开展了一系列市民喜爱
的活动，如老街老巷评选系列活动、最
具文化遗产价值的老地名海选活动、
济南地名文化展、章丘千年古县申报
等活动。还出版了《济南老街老巷》、

《济南老街史话》丛书、《济南地名楹
联》、《济南地名——— 我们的城市记忆》
大型地名画册，《古城印象》济南史上
第一套以地名为题材的明信片等书
籍，印制了以老地图为题材的挂历和

“画说”济南老街巷台历。
此外，从民众期望的事情入手，在

济南革命烈士陵园高品位建设地名文
化广场。该广场投资1100万元，位于清

明广场以北，面积约3 . 3万平方米。还
将在原有建筑物上建设2200平方米的
地名文化展览厅，以“印”和“象”的形
式展示济南的地名文化和英雄思想。
该广场已于9月30日对广大游客开放。

推进阳光民生救助体系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

近年来，济南市民政局围绕社区
建设、民间组织管理和困难群众救助
等工作，在工作理念、体制机制、服务
模式等方面加大创新力度，提供更加
优质的服务。

首先，济南市民政局开发并依托
阳光民生救助信息系统，根据教育、就
业、养老、残疾、疾病等类型和程度，确
定救助指数，由各部门按照救助指数
提出救助方案，确定救助范围，并及时
备案，系统可自动调整救助指数，重新
排列顺序，始终让最需救助的群众排
在最前面。同时，通过构建从市到村
(居)四级救助机构，最终实现了救助
资源配置方式、救助工作管理体制、救
助信息管理手段、救助监督管理体制
等方面的创新。济南的社会救助工作
初步实现了由分散救助向统筹救助，
由节日救助向日常救助，由被动救助
向主动救助，由封闭运作向公开透明，
由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五个“转变”。

其次，加强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建
设和管理。4月28日，召开了全市社区
管理服务创新推进会，以市政府办公
厅名义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
办公服务用房建设管理和办公经费保
障工作的通知》，同时结合“社区十分
钟服务圈”建设，启动开展“双百工程”，
首批在全市建立100个综合缴费点和
100个居家养老助餐点。努力提升贴心
一键通服务水平，推出了无线固话和
移动手机终端。目前，“贴心一键通”用
户达到8800户，紧急救助384人次，提
供各类日常生活服务10万余人次。

再次，制定出台了《济南市全市性
行业协会评估管理办法》，建立了四级
指标评估体系和行业协会评估机制；
从福彩公益金中列支专项资金，用于
购买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服务，出台
了《济南市支持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
参与社会服务项目手册》。上半年，济
南免除了市属社团财务审计费，改由
政府买单，减轻了社团负担，保证了年
检的公平公正。

济南七获“全国双拥模范城”

优抚安置均获历史性突破

首先，双拥模范城创建工作取得
扎实成效。2月27日，在全国双拥模范
城(县)命名暨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
彰大会上，济南连续第七次荣获“全国
双拥模范城”称号。济南10个县(市)区
全部荣获“全省双拥模范城(县)区”称
号，实现了满堂红。

其次，新型优抚保障体系巩固完
善。在全省率先实现城乡一体的义务
兵家庭优待金发放制度，确保不低于
济南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并
建立了自然增长机制。上半年，共为优
抚对象发放各类抚恤补助金6069 . 9万
元，为农村60岁退伍兵补发和发放生
活补助金740 . 7万元，帮助优抚对象
缴纳参保、参合费，发放门诊补助和政
府住院补助2331万元。

再次，大力开展军休工作规范化
建设。以推进组织体系网络化打牢组织
基础，以推进工作理念现代化提供观念
指引，以推进工作机制长效化提供制度
保障，以推进管理服务标准化提供工作
依据。截至目前，全市共接收安置军队
离退休干部3126人、无军籍职工1035人。
上半年，为上年度退役战士和转业士官
发放待分配期间生活补助630 . 7452万
元、自谋职业金418 . 12万元。

专版

济南市民政局在推进养
老服务、推广阳光民生救助、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推进社
会化拥军、建设军休工作规
范化服务体系、推行殡葬改
革、打造地名文化特色品牌
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取得了积极成效，切实做到
了兴为民之政，为民生“兜
底”。

工作人员为老人上门维修一键通。（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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