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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米、100
米、1000 米，这
是3位老人从适
老化改造中收

获满满幸福的故事。
卧室床边装上扶手，方便起身；

房间里安设感应夜灯，起床后夜灯会
自动亮起；安装浴凳，方便洗澡……
最近，因为家中一个或多个小小的变
化，重庆高新区走马镇老人张永兰的
生活更加得心应手。

早年因动手术后落下后遗症，又
两次从楼梯上摔下，对张永兰来说，
哪怕是在家里活动，都很怕摔倒，必
须一步一步慢慢挪。“现在给我家房
间里装上了一排排扶手，确实方便多
了，我咋早没想到呢！”她为这10米
内的便利点赞。

在渝中区，一部爬楼机让81岁
腿脚不便的朱婆婆实现了“常出门看
看”的愿望。

工作人员调试好机器设备，给老人
系好安全带，车轮顺着履带转动……朱
婆婆像坐轿子一样平稳地下了楼。这
套爬楼机操作简单，折叠轻便，使用时
只需由工作人员启动按钮，再扶着把手
调整方向，就可以轻松抬着老人上下
楼。

“为了小区居民使用方便，我们
每个街道都备有爬楼机，住在老旧小
区高层且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
可随时向社区免费申请借用，不再长

时间‘宅家’，放心安全地‘走’出家
门。”渝中区民政局养老科相关负责
人介绍，他们已陆续为辖区内11个
街道采购配置了社区助行设施，让老
人们实现了上下楼几十米、一百米的
轻松。

重庆的适老化改造不仅仅体现
在家庭中、楼栋里，街区甚至农村的
公共场所也在进行适老化改造，让老
人的舒适半径扩大到1公里外。

一大早，渝北区双龙湖街道，一
位老人扶着新安装的栏杆，正埋头爬
梯。老人姓李，75岁，家住飞湖雅园
小区。每天经过这40多步楼梯，到
家对面的益寿园益寿亭下棋，是他雷
打不动的爱好。

“以前走这段路觉得特别漫长，
如果不想走楼梯，就要沿着斜坡绕行
更远到益寿亭。”李爷爷说，自从益寿
亭通往居民区的道路装上了手扶栏
杆，自己走楼梯轻松了很多，孩子也
更放心他出门下棋了。

在大量老年人聚居的双龙湖老
城区，益寿园、康逸园、怡乐园这3个
由城市边角地改造的老年文化主题
公园，以老人视角设计每处细节，释
放着最大的友好和善意。

老人们身处适老化街区，可出门
可休闲可健身可交流，拥有了更广阔
的世界。

罗晶 唐楸 马菱涔
图片由市民政局提供

重庆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十年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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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民政系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聚焦脱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笃

行不怠、锐意进取。
昔日的英雄城成为如今民生保障改革创新的热土，时刻上演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
十年来，重庆民政带来怎样的变化？

重庆“民政这十年”
数据对比
低保标准

全市城市低保标准由2012年的年人均3960元，提高到2022年
的年人均8604元。

全市农村低保标准由2012年的年人均1860元，提高到2022年
的年人均6972元。

养老服务

养老服务床位从2012年的9.2万张增加到2022年的23万张，
增幅150%。

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

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集中和散居供养孤儿基本生活费分别从2012
年的月人均1000元、600元，提高到2022年1582元、1382元。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费标准，从2020年的月人均 1204
元提高到2022年1382元。

残疾人两项补贴

残疾人两项补贴年发放金额由2016年的2.06亿元增长到2021
年的4.39亿元，增长113.1%。

社会工作

持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从2012年底的 1006人增长到目前的
21291人，增幅为2016%。

“天天来喝茶的周
大爷怎么今天没出门？”

“罗姐前几天在咨询低
保 政 策 ，她 有 需 求

吗？”……在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的各个
社区，活跃着近百名“耳聪目明”的志愿
者，这是一群热心并执着的人，走街串户
发现零星线索，为困境中的人送去曙光。

社会救助对困难群众而言，就是“及
时雨”“雪中炭”。如何让“及时雨”更及
时？“雪中炭”更暖人心？重庆广泛建立
困难群众主动发现、综合帮扶机制，以社
区救助网络“密度”，提升兜底保障覆盖

“广度”，实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
人”的转变，实现了救助对象“困难有人
寻、发现有人帮、救助有路径”。

主动发现救助对象，就是社会救助从
“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转变的关键一步。

不久前，平安社区46岁的残疾低保
户周琴在楼栋外不慎摔倒，志愿者孙元
璋最先发现，将周琴及时送医。

“她这次摔骨折了，住院时间长，花
费不小。”孙元璋将周琴的情况报送到社
区街道，顺利为周琴申请到6000多元临
时救助金。

周琴出院回家后，孙元璋又及时向
街道汇报她家信息。新山村街道链接社
会资源，辖区爱心单位大渡口区人社局、
重庆银行陆续送去慰问金、慰问品。

周琴住的是几十年老房子，本就腿
脚不便，这次摔倒更是雪上加霜，以后的
出行怎么办？还是孙元璋与社区等方面

沟通，街道将周琴的家庭纳入无障碍改
造范围，很快将为她家安装扶手，从1楼
铺设到3楼，方便她出行。

对于困难群众而言，他们的难处各
有不同。

全市民政部门正探索推进社会救助
由单一物质救助向“物质类救助+服务类
救助”模式转变，努力促进服务对象能力提
升，实现社会救助“个性化多样化”服务。

刚过去的暑期，璧山区大路街道新
房村村委会多了一个勤快、肯干的“实习
生”——20岁的大学生余娇娇。

余娇娇生活在一个农村低保家庭，
73岁的父亲余召海去年因脑梗瘫痪在
床，57岁的母亲祝秀丽是残疾人又患有
癫痫。

“这家的父母都没有劳动能力，但女儿
正在读大学，她是这个家庭的希望。”村干部
判断，要帮助这个家庭，首先应从余娇娇入
手。暑假，村里的集体经济组织以每月
2800元的收入请余娇娇到村上勤工俭学。

“勤工俭学2个月能收入接近6000
元，我下学期的生活费解决了！”9月初，
余娇娇学费这边才下心头，父母那边又
上心头——眼看着快开学了，自己一走，
谁来照顾年迈的父母呢？

还是村干部想到办法，就近联系“互
助养老”志愿者万龙秀上门照顾余召海
和祝秀丽，相关费用由村委会负责。

看着万阿姨与妈妈和睦相处，余娇娇放
下心来。“社会各界都在帮助我们，我有信心，
不仅能自食其力，还能带爸妈过上好日子！”

楼下餐馆违规排
放油烟，楼上居民不能
晾衣服、不敢开窗户；
社区周边道路维修噪

音太大，影响居民休息……
“这些事虽然直接影响着居民的生

活，但社区往往并没有权限直接管理。”渝
中区石油路街道河运路社区党委书记熊
忠靖说，对于这类需要转交政府职能部门
处理的事，都归为“公家事”，标为“红色”，
采取挂单销号方式，积极协调相关责任部
门妥善处理。此外，还有“大家事”和“自
家事”，标为“橙色”和“黄色”，分别通过共
商共议、互帮互助的方式解决。

“通过‘三事三色’工作法，社区里的
大事小情都厘清了事项权属、落实了责
任主体、顺畅了解决渠道。”熊忠靖说。

河运路社区“三事三色”工作法是重
庆市在推广“三事分流”工作机制中的一
个具体实践。所谓“三事分流”，就是将居
民诉求按照“大事”“小事”“私事”进行分
类分责办理，建立起“广泛参与、责任共
担、协同共治”的多方权责格局，促进政府
治理和社会参与、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为给农转非安置居民提供一个公共活
动区域，江北区铁山坪街道唐桂社区在各方
支持下，将胜利花苑小区8栋和10栋楼下一
个架空层变为漂亮大气的“唐桂会客厅”。

没多久，社区干部遭遇难题：场地漂亮
了，干净整洁的环境却难以维持。唐桂社区
党委书记张月艳说，让人头疼的问题接二连
三：小朋友在这里踢皮球，墙壁上球印成片；
一些居民把衣服带到“会客厅”的公厕来洗；

有的甚至提着桶儿来接水回家用……
“居民行为急需引导，‘会客厅’场地

急需发挥作用，社区凝聚力急需提升！”
社区将“三急”上报到铁山坪街道后，街
道很快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了新
扬社工，将专业事交由专业人来做。

新扬社工成员蔡姣姣介绍，3名专职
社工在“唐桂会客厅”打造了社工室，他
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升居民素质：发
现居民有不文明行为，社工上门引导，做
个案分析；以少年儿童为切入点，改变一
个个家庭的行为习惯；同时，开展小组活
动、文化活动，引导居民参与进来，找回
社区大家庭的归宿感。

随后，幸福加社工、静心家园社工相继
入驻。以新扬社工为枢纽，先后孵化了18
个社会组织，包括乒乓球社、“梦之队”儿童
艺术团等文体娱乐类组织，铁山美党员志
愿服务队、巾帼志愿服务队等志愿服务类
组织，医疗、法律、教育等专业服务类组织。

居民曾祥玲就是金桂花园舞蹈队、
天籁合唱团两个社会组织的队员，不仅
自己每周一声乐课、周四舞蹈课雷打不
动参与，还带动了不少老姐妹入团。

凭着“唐桂会客厅”宽裕的场地，社工
策划、社会组织承办、居民参与，这里至少
每天一个小型活动、每周两次小组活动、
每月两场大型活动，文体活动供需两旺，
把众多居民从牌桌子上“抢”了过来。

通过社区、社工、社会组织、志愿者
等“五社联动”共同发力，“会客厅”成为
最受社区居民欢迎的活动场所，每天都
有大量居民“泡”在这里。

发现得早 甄别得准 救助得细 “三事分流”“五社联动”释放基层治理动能 适老化改造让老人的生活环境更友好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水平
反映着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
成色，关系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10 年来，重庆经济发展实现从高
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全局性转
变。人民生活实现从总体小康到
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转变。全市民
政系统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兜底
保障任务，社会救助、儿童福利和
残疾人福利水平不断提高，困难
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经济社
会发展和民生保障焕发出勃勃生
机。

打赢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期
内，全市累计26万名扶贫对象纳入
低保、特困兜底保障，累计对8万余
名扶贫对象实施临时救助。

健全社会救助体系。2012年
以来，城乡低保标准分别增长
117.93%、209.04%。城乡特困人员
基本生活标准实现城乡统一。探
索实施“民政惠民济困保”项目，
为 100 余万名救助对象购买综合
性商业保险。全市村（社区）配备
社会救助协理员1.6万余人，设立
社会救助工作站 5568 个，让困难
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社会救助
政策“救在身边、助进心里”。

全力保护未成年人。从2019
年民政部门牵头农村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联席
会议，到2021年重庆市、区县人民
政府成立由民政部门牵头的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开启全
市未成年人保护新征程。完善市
级、区县（自治县）、乡镇（街道）、
村（居）四级未成年人关爱服务网
络，全市配备1031 名乡镇（街道）
儿童督导员、1.1万名村（居）儿童
主任。提升困境儿童生活保障水
平，全市集中、分散供养孤儿、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
准 分 别 增 长 58.2% 、130.3% 、
14.78%，推进8家儿童福利机构优
化体质、6 家机构创新转型，推动
儿童养育、医疗、康复、教育、社会
工作一体化发展。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
基石。10年来，重庆市民政系
统牢固树立“大抓基层、抓实
基层”的鲜明导向，统筹推进
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
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三治结
合、五社联动、三事分流、智能
支撑”的基层治理实践路径，
不断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完善
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壮大基层
治理队伍和发挥慈善在民生
保障中的作用，向着实现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目标迈出坚实步伐。

创新居民自治。全市所
有村（社区）完成村规民约备
案审查，建立村民议事会、红
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三
会”。

优 化 社 区 服 务 。 全 市
80%的城乡社区达到“每百户
居民拥有综合服务设施面积
不低于30平方米”的标准。

壮大基层队伍。全市登
记社会组织 1.8 万余家，培育
登记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490 家，社会工作行业协会 13
家。建成区县社会工作指导
中心 41 个、镇街社会工作站
738 个、村（社区）社会工作室
6351 个。注册志愿服务组织
（团体）4.9 万余个，注册实名
志愿者665万人，占常住人口
的20.1%。

发挥慈善作用。10年来，
全市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累计
接受慈善捐赠128.51亿元，慈
善救助超过 15000 万人次，慈
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日
益凸显。

基本社会服务供给与满足人
民对高质量生活的需要息息相
关。10年来，重庆市民政系统不断
加大养老服务、殡葬服务、婚姻登
记服务和区划地名服务供给，越来
越优质的基本社会服务让巴渝儿
女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
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让老有所养。建成街道养老服
务中心220个、社区养老服务站2912
个，覆盖率均提高到100%。打造“中
心带站”联合体162个，整合社区养
老服务站1513个。建成乡镇养老服
务中心669个，升级改造乡镇敬老院
529家，设置村级互助养老点7332
个。推进农村失能特困人员集中照
护工程，建成失能特困人员集中照护
机构60个、护理型床位8000余张，基
本实现有意愿入住失能特困人员“应
护尽护”。

让逝有所安。城乡公益性公
墓由 2012 年的 70 个增长到 2021
年 的 205 个 。 2012 年 以 来 ，为
10.25 万名困难群众免除基本丧
葬费1.4亿元。

让婚俗有新风。2021年被国
务院确定为婚姻登记“跨省通办”
首批试点省市，截至目前全市办
理婚姻登记“跨省通办”3126对、

“全渝通办”1.93万对。
让乡愁更浓厚。优化行政区

划格局，县级、乡级城镇型政区占
比 2012 年分别为 50%、78%，2021
年分别为68%、84%。发布市级历
史地名保护名录两批共 211 条，
让重庆地名更有文化更有品味。

奋进新征程，赶考新时代。
在新的赶考路上，重庆市民政系
统将永葆初心、奋勇向前、踔厉奋
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目标，接续奋斗，续写属
于新时代民政工作新的荣光。

故 事 故 事 故 事

社工“牵手计划”——政策进村居安全教育示范课

南岸区居民议事 巴南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开展集体颁证活动

两江新区礼嘉街道富安社区机器人为居民提供服务

垫江县桂阳街道天宝社区群众正在社会救助“一门受理 协同办理”服务窗口申请社会救助

铜梁区农村互助养老医务工作志愿者为农村老人提供医疗服务

渝中区解放碑街道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老人生活掠影 大竹林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社工指导老人进行编织活动 忠县民政局走进忠县苦志育才学校开展慰问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