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起亿万群众“稳稳的幸福”

———新时代我国民政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 民政工作关系民生、 连

着民心， 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

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政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

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民

政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各级民政部门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

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推动我国新时代民政事业发展取得历

史性成就。

保基本、兜底线、暖民心

瞄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引领推

动民政事业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

割，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流出一首赞

歌……”一阵美妙的歌声，从甘肃兰州

安宁区枣林西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二楼

传来。 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场地，这里的

老年人不仅可以享受社区食堂的助餐

服务， 还可以在文体活动室学习舞蹈、

声乐、中医养生等。

今年 9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

肃考察时，来到枣林西社区。 正是在这

里， 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民生为大、

民生为要，党中央十分关心老年人的幸

福安康”。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 从社会救

助到养老服务，从儿童福利到慈善事业，

从婚姻登记到地名管理， 民政工作件件

关乎民生，事事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是一

项保基本、兜底线、暖民心的工作，与人

民群众联系最直接、最密切、最广泛。

俯下身， 为坐在轮椅上的老英雄颁

授勋章；端起餐盘 ，将热腾腾的饭菜送

到老人面前；顶风踏雪 ，来到困难老人

家中看望……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

总书记深入山乡村寨 、街道社区，察民

情、听民声、问冷暖，祖国的万水千山，

镌刻着他的深情牵挂。

这样的话语，温暖人心———

“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 他们

吃得怎么样、住得怎么样 ，能不能过好

新年、过好春节。 ”

“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童，

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 关爱之情，共

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感受到社

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残疾人一个

也不能少。 ”

“让所有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养、老

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

…………

这样的场景，令人动容———

“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残疾

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 ”2016 年 7

月 28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唐山考

察期间， 专程来到唐山市截瘫疗养院，

深情鼓励在这里疗养的截瘫伤员。 暖心

的话语，展现出总书记对残疾人事业的

“格外关心、格外关注”。

“来！ 挤挤就行了，就这样。 ”2017 年

11 月 17 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

总书记同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代

表合影时， 看到 90 多岁的黄旭华和 80

多岁的黄大发站在代表们中间， 总书记

拉着他们的手， 请两位老人坐到自己身

旁来，用身体力行，生动诠释“尊老爱老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

“我来看看，大家都吃些什么菜。 ”2022

年 8 月 17 日，晚饭时间，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辽宁省沈阳市牡丹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 笑着同正在用餐的老人们打招

呼。 对一蔬一饭的关心，折射出总书记

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深切关注。

…………

一句句深情话语、 一次次亲切鼓

励，如春风拂面，令人鼓舞；一个个暖心

举动、一项项帮扶举措，如冬日暖阳，温

暖人心。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全国民政系统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瞄准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引领推动民政事业，深入推进

民政工作改革创新， 着力保障基本民

生，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发展基本社会

服务，推进民政事业改革发展取得系列

制度和实践成果 ，托起亿万群众“稳稳

的幸福”， 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

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更

可持续。

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

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越织越牢，基

本民生保障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困难群众，

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

帮助他们排忧解难。 ”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

衣食冷暖 ，是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

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兜底性、基础性

制度安排。 近年来，各级民政部门持续

健全以基本生活救助、 专项社会救助、

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

补充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民生兜

底保障安全网越织越牢，基本民生保障

迈上新台阶。

———救助更有力度， 低保等基本生

活救助制度不断完善，着力做到“应保

尽保、应救尽救”。

“我们收到了生活补贴和康复辅

具，社区社会救助协理员还会定期上门

看望东东，鼓励他树立康复信心。 ”今年

21 岁的东东（化名）原为学生，因病导致

肢体二级残疾 ，说起这些 ，东东妈妈的

眼圈又红了。

一人受困众人帮。 2023 年 6 月，通

过“一事一议”，山东淄博张店区车站街

道办为东东申请了政府临时救助金，并

将东东本人纳入低保“单人保”，落实了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扩大低保保障范围， 建立与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挂钩的低保标准确定调整

机制； 完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措

施，推动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权益保障

工作更加科学精准；建立残疾人两项补

贴制度，加大对临时遇困人员的救助力

度……近年来， 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安全

网不断织牢 ，弱有众扶的“一张幸福清

单”逐渐形成。

———救助更有精度，运用“大数据 +

铁脚板”，不让困难群众掉队。

2023 年底，甘肃张掖民乐县新丰村

村民薛飞患了重病，一家四口的生活陷

入困难。

接到薛飞的救助申请后， 当地的民

政助理员第一时间到薛飞家进行核查

走访。 经核查，薛飞一家年人均收入超

过了当地低保边缘家庭认定标准，但低

于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由于薛飞后续治病有持续支出，符

合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条件。 最终，

薛飞一家得到了医疗救助和临时救助。

不仅是甘肃， 在民政部的推动下，

各地逐渐建立健全主动发现机制，通过

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预警与

实地查访核实相结合，有效避免救助遗

漏和重复救助，实现“人找政策”与“政

策找人”相结合。

———救助更有温度， 推动社会救助

由单一物质救助向“物质 + 服务”综合

救助转变。

定期探访、就业帮扶、心理疏导、学

业辅导……如今， 随着《全国服务类社

会救助试点工作方案》发布 ，一些地方

提供的社会救助早已不限于物质帮扶，

变得更加多样，更有温度。

在浙江杭州， 当地列出护理照料、

生活服务、发展支持等 9 类救助服务项

目清单， 为困难群众提供个性化帮扶；

在广东珠海，民政部门与人社部门协同

联动，深入低保家庭、低保边缘家庭、留

守妇女家庭等摸底，因人施策提供就业

帮扶……

各地丰富社会救助供给， 推动社会

救助体系不断提质增效，从“保生存”向

“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拓展，切实增

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更普惠、更可及、更多样

养老服务增量提质， 亿万老年人民

生福祉不断增进

养老是家事， 也是国事。 有效应对

我国人口老龄化， 事关国家发展全局，

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社区“嵌入式”小微型养老机构多

了起来，助餐、助洁、助急、助浴等多样

化养老形式火了起来，“互联网 +”打

造的智慧养老平台受到许多老年人欢

迎……近年来，随着我国养老服务制度

体系的建立， 养老服务实现增量提质，

老年人享受到的养老服务种类越来越

多、质量越来越高。

———养老服务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政府能给咱老年人提供啥服务，

看这张表就一目了然。 ”翻开《武汉市基

本养老服务清单》， 家住湖北武汉洪山

区狮子山街道的黄奶奶高兴地说，“国

家越来越关注老年人的生活了，即使不

依靠子女，基本生活也没问题。 ”

2023 年 5 月，《国家基本养老服务

清单》公开发布 ，将物质帮助、照护服

务、 关爱服务三大类 16 个服务项目纳

入国家清单范围。 在民政部推动下，目

前 31 个省份均已出台实施方案和基本

养老服务清单。

建立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

为养老机构标出安全“红线”、质量“基

准线”、服务“等级线”，推动县乡村三级

养老服务网络整体提升，强化农村养老

服务体系构建……随着顶层设计日趋完

善，我国养老服务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

“小刘啊，我降压药快吃完了，麻烦

你帮我买一瓶。 ”家住山东临沂郯城县

的独居老人霍富海，因病需卧床休息不

能外出， 通过健康手环呼叫社工刘康

梅，很快便收到了所需的物品。 近年来，

郯城县探索对集中供养的失能、部分失

能老人建立管护档案， 配备智能床垫、

智能助浴、全自动护理仪等终端监护设

施，完善相关服务。

养老大小事， 事事有回应。 各具特

色的老年助餐模式，为老年人用餐打通

“最后一公里”；“家庭养老床位” 建设，

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养老护理

员上门护理服务；老年用品产业繁荣发

展， 智能化适老产品走进千家万户；养

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加快推进，养老护

理员“新八级工” 序列逐步确立……近

年来，养老服务供给更可及、更便利，让

老年人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截至今年二季度末， 全国各类养老

服务机构和设施总数达 41 万个。居家和

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累计

为项目地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建设家

庭养老床位 34.7 万张、提供居家养老上

门服务 64.7 万人次，累计完成困难老年

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172 万户。 居家社区

机构养老服务发展更加协调，服务质量

不断提升。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

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美好愿景，正

逐步化为现实。

智慧化、数据化、便利化

基层社会治理持续创新， 基本公共

服务水平提升

开展婚姻登记服务是一项公共服务

事项，也是一项重要政务事项。 过去很

长一段时间， 我国居民办理婚姻登记，

需要在户籍所在地办理， 长期外出工

作、生活、学习的群众回户籍地办理婚

姻登记有诸多不便。

2021 年 6 月 1 日起， 民政部在部分

地区开展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 如

今试点已扩大到北京、 天津等 21 个省

份。 截至 2024 年 9 月底，全国累计办理

婚姻登记“跨省通办”41.6 万对。

婚丧嫁娶皆民生。 近年来， 民政部

积极提升民政领域相关社会治理和公

共服务水平，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

过去村民口中的“老王家那趟街”，

被正式命名为“智信路”，全市村路有了

规范名称……在黑龙江佳木斯市， 一场

乡村道路命名行动，让农村地区地名更

规范、更快“入网”“上图”，为快递进村、

农产品进城、 乡村自驾游提供了方便。

近年来，随着民政部“乡村著名行动”的

开展， 各地共规范命名乡村地名 45 万

条，设置乡村地名标志 35 万块，安装楼

门牌 1450 万块，推动 900 余万条乡村地

名在互联网地图上规范标注上图，乡村

地区“有地无名”“有名无标”等问题持

续改善。

赋能社区基层治理， 面向高校毕

业生加强就业帮扶 ， 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在民政部推动下， 各地创新基层

社会治理，引导社会组织和慈善力量健

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社会组织发展

从“多不多”“快不快”向“稳不稳”“好不

好”转变，从注重数量增长、规模扩张向

能力提升 、作用发挥转型 ；慈善文化深

入人心，为发挥第三次分配在促进共同

富裕中的功能作用作出了积极贡献；近

90 万个社会组织和超 1.5 万个慈善组

织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改革、促发

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

的日子。 ”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 ，改革发展永不停步 ，民政事业大有

可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广大民政工作者正以昂扬

的精神状态推进这项温暖人心的事业，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

迈进。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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