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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增100所农村幸福院
确保老有所养

正如济宁市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到的，“2018年济宁市将积

极推进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
务改革试点市、省医养结合示范
先行区建设，新建城市社区日间
照料中心30个，村级互助养老院
100个，新增养老服务床位5000
张，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不管是日间照料中心，还
是农村幸福院，为了济宁老人
的晚年生活，济宁市一直在努

力着。2017年底，全市养老机构
达188家，其中新建民办养老服
务机构8处，城市社区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31处，农村互助养
老院109处，新增各类养老服务
床位5022张。任城区、邹城市被
列为全省社区治理暨养老服务
创新实验区，打造了30多个示
范性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任广德介绍，2018年，济
宁市民政局将着力推进全市
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精心打
造“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个民政。在弱有所扶、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幼有所育
上不断取得新进步，着力构建

“救助、福利、养老、治理、双
拥、服务”六大格局，让人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
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具体来说，济宁市民政局
将强化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
对平台建设，确保困难群众求
助方便、救助及时、应救尽救。
做好养老综合服务保障，加快
医养结合和智慧养老发展，推
动养老服务从单一的实体服务
向“互联网+”多元多层次服务
转变。做好特殊群体福利保障，
动员和引导社会力量、慈善组
织参与扶贫济困，增强救助合
力。完善孤儿和困境儿童、困难
残疾人、农村留守群体、流浪乞
讨救助政策，编密织牢基本民
生保障安全网。

城乡低保十二连增
困境儿童生活无忧

“除了让老年人乐享晚年
生活，2017年，济宁城乡低保
也完成十二连增，城市低保标
准提高到每人每月520元至
570元，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
每人每月345元至380元。”任
广德介绍，农村五保实施分类

供养，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全部纳入了低保范围，
实施困难精神残疾人药物救
助和住院救助9048人。

接收慈善捐赠2 . 88亿元，
发放慈善款物1 . 8亿元，救助
困难群众19 . 1万人，其中，“朝
阳助学”项目投入3530万元、
救助学生9142人。圆满完成退
役士兵年度安置任务。聚焦儿
童健康成长，4294名困境儿童
和孤儿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0083名农村留守儿童全部落
实了监护责任。

这一年，济宁还出台了《社
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
法》，低保家庭困难指数评估机
制被评为全国创新实践成果第
2名，首次取得全省政策理论研
究奖项“大满贯”。困难精神残
疾人医疗救助制度被评为中国
十大民生决策。济宁市进入中
国城市公益慈善百强榜18强。
邹城市被命名为全国农村社区
治理实验区。

在乡村文明建设方面，开展
移风易俗“百日攻坚”行动，召开
现场推进会2次，实现了一村一
红白理事会，全省群众满意度大
幅提升。启动新一届村居委会换
届选举，培训骨干3万人，村、社
区党组织换届有序推进。

开展“大爱民政·担当为
民”活动，举办“福彩杯”书画
摄影比赛和全市民政系统职
工运动会，“民生服务365”被
命名为全市机关党建品牌。

本报记者专访市民政局局长 任广德：

““编编密密织织牢牢民民生生保保障障安安全全网网””
养老机构达188家，城乡低保完成“十二连增”，济宁市被确定为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改革试点城市，过去的2017年，济宁民政工作硕果累累。今年，济宁市民政局将继续做好困难群
众兜底、养老综合服务、特殊群体福利保障等工作，进一步编密织牢基本民生保障安全网。

本报记者专访济宁市食安办主任、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吴琼：

““提提升升公公众众‘‘食食品品安安全全获获得得感感’’””
食品安全监管战线长、涉及面广,监管难度大，如何保障公众“舌尖

上的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市食安办主任、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
吴琼表示，济宁市力争用2年左右时间，将济宁创建成为省级食品安全
先进市、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全面提升公众“食品安全获得感”。

济宁市民政局局长任广德。

“双安双创”
让市民餐桌更安全

新的一年，市食药监局
将多措并举强力推进济宁

“双安双创”建设工作，保障
百姓“舌尖上的安全”。“2018
年，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将大
力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坚持
问题导向、标本兼治、三安联
动，深入推进‘食安济宁’建
设，全域推进‘双安双创’工
作，着力提升全市食品药品
安全治理能力和保障水平。”
市食安办主任、市食品药品
监管局局长吴琼说。

吴琼介绍，在2018年全
力推进“双安双创”工作中，
将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着
力点放在基层，着力打通监
管工作“最后一公里”。采取

“自上而下推动，自下而上创
建”式工作模式，广泛开展食
品、农产品安全村、安全镇、
安全市场、安全学校等创建
活动，形成市、县、镇、村四级
联创格局，创建一批多层次、
全方位、全业态的食品安全
示范群体，发挥示范单位的
引领、带动、辐射作用，确保
实现创建目标。

通过强化日常监管，创

新监管工作方法，全面实行
“双随机、一公开”、“三不一
直”、“四品一械”综合督导检
查工作方法和“一季度一督
查”工作制度，探索建立“紧
螺丝”监管法，坚持“自查、检
查、督查、处罚”四步走，层层
递进“紧螺丝”，有效提升监
管效能。

强化检验检测能力建
设，提升监管技术支撑能力，
在全市加快推进建设以市级
机构为中心、县级机构为骨
干、镇街快检为辅助、第三方
机构为补充、企业检测为基
础、快检广覆盖的检验检测
体系。

同时，要严查重罚食品
安全违法犯罪，实施“三安联
动”。建立完善农业、食药监、
畜牧、渔业等行政部门与公
安部门的联勤联动机制，全
面启动联勤检查、联动执法、
案件移送、联合研判机制。

完善执法监管体系
实现监管执法全覆盖

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
素来是监管的难点 ,但也是
民生所需。对此，市食药监局
还将完善执法监管体系，积
极破解食品“三小”监管难

题，实现监管执法全覆盖。
“对于小作坊、小摊贩、

小餐饮的监管，我们将深入
落实山东省‘三小’条例和

‘三小’三年规范提升实施方
案，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小餐饮和食品摊点制定统一
的监管标准，探索有效的监
管办法，将长期游离于监管
之外的业户全部纳入监管范
围，逐一进行规范管理。”吴
琼介绍，“三小”条例施行后，
济宁全面开展小餐饮摸底登
记工作，市级层面强化业务
指导、县级层面加强组织协
调、镇街社会积极共治、基层
食药所拉网排查，监管责任
人员登记造册，切实做到全
域覆盖、信息真实、底数清
晰。

截至目前，全市共登记
小餐饮6990家，任务完成率
171%。在小餐饮的规范提升
中，投入100余万元专题开展
了小餐饮监督抽检1000批
次，抽检品种涵盖了蔬菜、畜
禽肉、鸡蛋、自制熟肉制品等
10个品种，经检验不合格70
批次，问题发现率7%。抽检
信息及时向社会进行了公
布，不合格食品依法进行了
处置，赢得群众广泛赞誉，监
管成效显著。

文\图 本报记者 康宇 通讯员 王磊

济宁市食安办主任、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吴琼接听
市长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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