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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的基本单元,是夯实党的
执政基础、巩固基层政权的桥梁纽带,也是创新基层社会治
理、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基石。鼓楼区东街街道军
门社区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下，逐步成长起来的新
时代社区治理工作典型。

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第三次莅临军门社区，
对社区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对社区工作提出了“三个如
何”的要求。今天的军门社区，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
嘱托，社区探索出的“13335工作法”得到了民政部肯定，已
在全省乃至全国社区推广。

台江区“五事”工作法、马尾区“民意导向”工作法、福清
步行街社区红色商圈工作法、长乐百户村农村社区建设经
验……福州市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
行，一系列典型做法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福州城乡社区治理
完成了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的完美蝶变。

东方风来满眼春。2018 年 4 月，《福州市加强和完善
城乡社区治理三年行动方案》启动实施，补齐社区服务设
施短板、改善社区人居环境、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提高社

区自治能力，全市 2546个社区全部完成达标创建，876个
社区圆满完成标杆创建，社区“颜值”与“品质”共提升。
一鼓作气，乘势而上，2021 年福州市在全面完成达标、标
杆社区创建的基础上，又计划在 38个社区探索推进示范
社区建设，“邻睦风亦暖，家和人自康”的美好画卷已徐徐
展开。

共治共建共享，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灵魂。鼓楼区设立
“居民恳谈日”，累计开展恳谈活动 2123场，参与群众 2.3万
余人次，兴办“参与式微实事”协商项目210件。晋安区建立
全国首个两岸社区交流中心，通过引进台湾专家智库和先
进社区营造经验，吸引台湾社工参与运营，将台湾先进理念
和本土融合，寿山石牌村“乡村大舞台”、茶园街道东南花园
小区“梯位长”、象园连辉社区“辉同繁响”等鲜活的治理经
验，都是我市发动群众共建“民主家园”的生动缩影。

砥砺奋进谱华章，铿锵前行踏新程。福州市民政将以
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紧抓幸福“主旋律”，咬定青山，立根破
岩，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实现更大突破，让有福之州幸福指
数节节攀高。

全力推动民政事业
高质量发展

打造民生幸福新高地
福州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振松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岁月如歌。一代接一代的福州民
政干部勠力同心、赓续奋斗，扎实履行基本民生保障、基层
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等神圣职责，全力推动民政事业发
展跑出“加速度”，让广大群众更多、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

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大力实施民生工程，不断夯基础、补短板、提品
质，有力推动民政事业在更高起点上，实现更高质量的发
展。

“十三五”以来，牢牢兜住民生保障底线，全市5.7万名
困难群众纳入低保，发放低保金23.15亿元，金额实现翻番。
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达94%，实施临时救助
16.7万人次，同比增长1.6倍，均位居全省前列。深化养老和
殡葬领域改革，养老床位提升至 5.39 万张，新增殡葬设施
300个，增幅分别达92.5%、66%。积极探索社区治理创新，总
结提炼的“军门社区13335工作法”，被民政部列为2018年全
国优秀社区工作法征集展示活动“1 号方案”，并在全国推
广。

风正潮平，自当扬帆破浪；任重道远，更需蹄疾步稳。
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来闽来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3820”战略工
程思想精髓，将民政工作与乡村振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推进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紧密结合，围绕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更好地履行民政职责，让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
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牢牢兜住基本民生保障底线，努力改善困难群众
生活品质。推动社会救助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
保障2978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吃穿“两不愁”。持续扩大社会
救助覆盖面，将支出型贫困、低收入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
障，确保特困人员集中供养，低保覆盖率位列全省前茅。创
新社会救助方式，探索居民互助、保险救助模式，最大限度
发挥救助的社会效应。持续实施“福蕾行动计划”儿童关爱
工程，探索留守困境儿童结对帮扶工作机制，为全省提供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优化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动态调整
机制，加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进一步落细落实托养人
员落户安置工作。

——坚持以改革为引擎，助推养老和殡葬领域实现高
质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按照“9064”养老规划，全
力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争创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
提升计划试点城市。持续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集成改
革，建立多层次、多业态的养老服务体系。统筹城乡养老服
务体系均衡发展，力争到 2025 年全市新增 10000 张养老床
位。加快培育“金厝边”为老志愿服务品牌，涵养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的社会风尚。深化殡葬领域改革，巩固违建坟墓
整治成果。开展乡镇公益性公墓示范点创建活动，力争到
2025年，全市新增42个乡镇公益性公墓、290个生命公园。
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倡导树立文明、绿色、生态的殡葬新风。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体系，全面激发社会组织
发展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曾3次莅临军门社区指导，对新形
势下的社区工作提出“三个如何”的要求。我们将按照总书
记指引的方向，积极探索社区治理创新，培育有温度、有深
度、有特色、有亮点的基层治理模式。开展示范社区创建工
作，推动“近邻服务+社区治理”加速融合，持续增强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稳步推进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打造基
层治理的“集成阵地”，为群众提供更加专业化、精细化的服
务。拓展城乡社区“三社联动”品牌影响力，引导社区居民、
辖区单位、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推动基层治
理水平迈上新台阶。

最美的画面，是百姓灿烂的笑脸。作为政府加强社会
治理、实施“民心工程”和提供民生服务的重要职能部门,着
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民政部门责无旁贷。

“每个月都能领到低保金，元旦春节还有过节费，去年
还发了9个月的临时性价格补贴。”说起社会救助，台江区新
港街道利嘉城社区低保户林瑜（化名）愁容渐展。

据了解，林瑜是一名遗传性舞蹈症患者，因为疾病缠身
没法工作，丈夫关押在狱，女儿刚入小学，生活全靠父亲微薄
的退休金接济。2019年7月，在巡访中，台江区救助协理员了
解到林瑜的家庭困难后，立即为其办理了低保。该家庭至今
合计领取低各类救助金、慰问金52623元，并于2020年12月
成功申请到了晋安区东山丽园65.7平方米的公租房。

民有所呼，必有所应。为实现“应保尽保、应兜尽兜”
“不漏一人、不落一户”的救助目标，福州市民政局推动开展
低保扩面百日冲刺专项行动，创新性推出“8+1+1”综合社
会救助措施，持续加大巡访力度、提高保障标准、落实分类
施保、简化审批流程，2020年共巡访困难群众18.34万人次，

全市新增低保人员9004人，净增6423人，增幅达12.68%。
低保救助只是民政救助工作的一隅。近年来，福州市

民政局持续聚焦特困人员、流浪乞讨人员、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靶向“民众所需”，攻坚克
难，奋力加压，加快构建了以基本生活救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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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助制度体系，最大限度地帮助困难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
成果，真心真情解民忧纾民困。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2016年至今，我市低保经历了 4
次提标，达 9120元每人每年，增幅约 42.7%。全市共有低保
对象 3.5万户、5.7万名，累计发放低保金 23.15亿元。全市
现有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 1425 名，其中集中供养 1343
名，集中供养率达 94%，位居全省第一。2020年以来，向
276名孤儿发放保障金673万元，2167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纳入保障范畴。一组组鲜活的数据，是福州民政人践行“民
政为民 民政爱民”服务宗旨的真实写照，是为“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写下的生动而温暖的注脚。

中午还是饭菜飘香的长者食堂，下午已经收拾妥当成
为社区居民的长者学堂，这便是鼓楼区洪山镇锦江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常态，也是福州近年来推动居家养老服务
工作的亮点之一。

“这里饭菜好、活动多，最重要的是离家近，想不到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这么贴心的为老服务”，64岁的孙玲克对这里
的服务赞不绝口，她不仅是长者食堂的常客，更是学堂的学
员，因此认识了不少朋友。

“养老不离家”是中国老人的普遍心愿。福州市民政局
急老人之所急，想老人之所想，推动居家养老服务集成改革
试点任务 14项，分解下达 80项具体推进措施和目标，实现
城乡“六助一护”（助餐、助浴、助洁、助医、助急、助行、上门
照护）服务全覆盖，创新提出独具福州特色的“3443”养老服
务模式，探索形成了“乐学”“驿站”“家园”三种落地服务方
式，城市“15分钟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圈”初具模型。

蹄疾而步稳，勇毅而笃行。市民政局编修《福州市中心
城区养老设施布局专项规划》，推进实施养老用地千亩计

划，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建立养老服务人才奖补政策，全方
位加大养老服务供给保障。目前，全市现有养老机构 163
家，建成社区养老服务中心99个、乡镇敬老院70个、居家养
老服务站470个、农村幸福院1805个，实现城乡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 100%全覆盖。全市养老床位从 2.8万张提升至 5.39
万张，增幅达 92.5%。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床位数从 24张提
升至41.58张。

此外，福州市在提升养老服务品质上也始终赓续前行、
奋楫争先。通过实施职业技能培训，分年度培训养老从业
人员1.5万人次；建成集服务与监管为一体的市级智慧养老
服务平台，实现服务“一键下单”、质量全程监管；在全市208
个社区试点推广“金厝边”为老志愿服务，完成51个助餐点
建设，2093户困难老年人家庭完成适老化改造。

辛勤的付出，带来了丰硕的回报。截至目前，福州市累
计评定省级五星级养老机构 11家、五星级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照料中心 43家、五星级农村幸福院 32家，占全省总数的
一半以上，省会城市“排头兵”作用持续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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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群众愁眉舒

50年瓮牖桑枢，50年变醨养瘠，民政工作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回首百年红色荣光，中国共产党坚持将“人民”镌刻在旗帜上，将“民生”铭

记在心间。福州民政人紧跟党的步伐，兜底线、惠民生、增福祉，凝心聚力、接力

奋进，用“辛苦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提升党和群众的“民心指数”，凝心

聚力绘制美好生活“新画卷”。

养老服务触手及
惬意悠然享晚年

红色引擎强驱动
社区生活品质高

为社区低保为社区低保、、孤寡孤寡、、优抚对象送去特别的优抚对象送去特别的
““拗九节拗九节””福袋福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叶义斌摄叶义斌摄

老人在长者食堂用餐老人在长者食堂用餐。。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池远摄池远摄

20202020年年66月月1616日日，，全国首家两岸社区交流全国首家两岸社区交流
中心在福州晋安区成立中心在福州晋安区成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朱榕摄朱榕摄

居家照料中心成了不少居家照料中心成了不少
老年人的好去处老年人的好去处。。林雅摄林雅摄

鼓楼区南街街道开展鼓楼区南街街道开展““居民恳谈日居民恳谈日””活动活动。。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邹家骅摄邹家骅摄

军门社区舞蹈室军门社区舞蹈室，，居民正在居民正在
排练舞蹈排练舞蹈。。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池远摄池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