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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吃又不贵，离家又近，安逸得很。”
临近中午，位于通惠街道綦江东站出口处
的新街子社区老年食堂内排起了长长的
队伍。

这家老年食堂自去年11月开业以
来，已办理老年就餐会员6000余人，日均
接待量已超600人次。每天准时赶来的
谢秀洲老人说，午饭品种多样，价格4-13
元不等，不仅适合老年人的口味，价格实
惠还便利。

据介绍，通惠街道新街子社区60岁
以上老年人有2000多人，高龄、独居、空
巢等老人更是不在少数，每天的“吃饭问
题”是他们的现实难题。

对此，綦江区民政局积极作为，经过多
方调研，实地考察，选取新街子社区地理位
置优越的店铺，建设社区老年食堂。同时
根据老人的实际需求，依托街镇养老服务
中心或养老服务站点，为老年人提供线上
订餐、电话订餐、送餐上门等助餐服务。

为更好地服务老人，除在城市打造综
合性社区老年食堂外，綦江区民政局还按
照“养老机构+社区食堂”模式，利用已投
用的养老机构食堂兴办社区老年食堂。

古南街道綦齿社区老年食堂，位于古
南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原本是该养老服务
中心内部食堂。2021年9月，该食堂面
向全体居民开放。

“他们这儿老人多，菜都比较好，不怎
么辣，吃得惯，而且他们服务也很好，饭菜
不够还可以添加。”綦齿社区居民黎芳蓉
说，在得知消息后，她第一时间报了名。

目前，食堂已经运营3年多，社区老人对此评
价都很高，每天食堂就餐人数有100多人。

“这里确实很好，伙食很合口味。有些朋友来看
我的时候，都来这里吃，而且吃完后还可以一起休闲
娱乐，大家都很满意。”綦齿社区居民王正蓉说。

在满足就餐需求的同时，养老机构也积极完善
配套设施，为老人们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目前，綦江区正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养老助餐服
务的多种模式，包括在养老服务机构设立老年食堂、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助餐服务以及建设老年餐集
中配送中心等。截至目前，綦江区已有社区老年食
堂及养老助餐服务点25个，惠及高龄、孤寡、独居、
空巢等老年群体超8万余人次，初步建立起质量与
效益并重的养老助餐服务体系，正逐步向规范化、专
业化、市场化的可持续养老助餐服务体系推进。

贺娜 李钰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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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民生之本 书写幸福答卷

綦江 用“民政温度”标注民生“幸福刻度”
率先在全市实现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安全监管和上门照料

服务全覆盖；“三立三破”创新推进“数字救助”改革，实现“一次

认定多项救助”；养老服务工作成功争取市政府激励表彰奖励；

互联网慈善募捐总额再创新高、连续三年全市第一……

2023年，綦江区民政局在市民政局的精心指导下，在綦江

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

社会救助、养老服务、慈善服务等多方面着手，切实增强基层民

政服务能力，推动民政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全面履行最底线的

民生保障、最基本的社会服务、最基层的社会治理和专项行政

管理职责，奋力书写新时代民生答卷。

“这个小程序好方便哦，只需要点一
点，填一填，就完成了社会救助申请。”日
前，綦江区扶欢镇高滩子村4组村民罗庆
华，在村里社会救助专干杨毓芳的帮助
下，用手机进入“重庆救助通”小程序，仅
花了10分钟，完成了临时救助的申请。

过去一年，綦江区民政局持续深化社
会救助改，依托民政部“救助通”项目试
点，“三立三破”创新推进“数字救助”改
革，着力以“大数据+铁脚板”线上线下双
轮驱动，推动全区社会救助申请“一条通
道”，救助“多部门联办”，帮扶“多元力量
参与”，形成多跨协同分层分类的社会救
助“新格局”。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兜底性、
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救助的精准性、及时
性体现民生升温的温暖度。

如何让社会救助更加精准高效快捷？
綦江区民政局持续深化社会救助改

革，坚持“大数据+铁脚板”线上线下双轮
驱动，在依托救助通线上动态监测功能，
实时、精准掌握困难群众情况的同时，充
分发挥“五社联动”“两代表一委员”等有
生力量，建立区级救助服务中心1个、镇
（街道）救助服务站21个、村（社区）救助服
务驿站381个，形成横到边、纵到底、全覆
盖的三级救助服务体系，组建7000余人

的“5+3+N”的主动发现队伍，进一步扩大
“数字救助”服务覆盖面，织密筑牢防护
网，确保社会救助及时响应、不留死角。

2023年，綦江坚持“大数据+铁脚板”
双轮驱动，累计主动走访困难群众2.8万
余人次，实施救助2900余例。

为更好地增强惠民有感，綦江区民政
局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进一步拓展“救助
通”职能，在推动入户调查、政策公示等功
能上线“重庆救助通”的同时，积极联合住
建委、应急局等相关部门，将住房、应急等
专项社会救助纳入“救助通”范围，推动专

项社会救助与基本生活救助联办，让困难
群众只需线上提交一次申请资料即可完
成住房救助、倒房重建和特困、低保、临时
救助等多项申请联办。

“通过‘重庆救助通’，不仅优化了救
助办理环节，缩短了办理流程，还实现了
救助办理全流程线上记录，有效避免‘人
情保’、‘关系保’、拖延刁难等问题，群众
满意度、幸福感不断增强。”綦江区民政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区通过“重
庆救助通”提交申请8090件，纳入救助
3793人，其中低保1027人，特困162人，
临时救助2486人，住房救助43人，倒房重
建18户。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
衣食冷暖。綦江区民政局还充分发挥慈
善优势，创新探索“物质+服务”模式，打
造“政府+慈善+社工+志愿者”救助综合
体，根据困难群众需求，“一对一”量身定
制服务套餐，开展困难群众结对帮扶、探
视走访、精神慰藉、实物救助等多样化、
差异化救助服务。

2023年，全区累计投入社会救助资
金1.99亿元，为2.87万群众增办3.12万
件困难救助政策缺项；撬动社会资金
1200万元，关爱服务帮扶困难群众13.5
万人次。

“今年的茶产量比往年高出一大截
嘞。”日前，在綦江区石角镇新农村刚刚修
好的红茶制作车间，茶香四溢。

新农村，位于石角镇西北部，全村都
在海拔600多米的山坡上，曾经一度没有
村级产业项目，村民收入少，是市级贫困
村。

“为摆脱困境，自2017年以来，我们开
始布局发展茶产业，期间区民政局、区慈
善会还多次实地调研，帮助我们突破产业
发展瓶颈，为新农村茶产业注入慈善资金
100余万元。”石角镇新农村党支部书记刘
伟说。

2023年，为进一步推动村集体经济发
展，带动老百姓致富增收，新农村通过綦
江区慈善会“一村一梦”项目资金，新建1
个红茶制作车间。

“通过新建的红茶制茶车间，可以很
好地把夏茶、秋茶利用起来，延长茶叶采
摘加工期，提高茶叶附加值，增加村内茶
产业营收。”刘伟介绍，目前，新农村茶叶
基地已达380亩，茶树150余万株，茶叶年

产量超2000斤，拥有“灜山春绿”“灜峰
雪”“瀛山红”3个绿茶红茶商标，年销售额
突破100万元。

新农村的变化是綦江区慈善会“一村
一梦”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案例。

为965户村民安装天然气，点亮路灯

1400余盏，为乡村新建垃圾分类回收点、
美化村内公路沿线花坛、修建院坝、整治
农户庭院，新建公厕等，扮靓乡村10余个；

帮助三角、新盛等街镇筹集产业路建
设款3000余万元，惠及群众达5万余人，
老百姓将它取名为“开心路”“幸福路”；

约200万元用于困难学子助学金发
放、开展校园活动等，圆学子求学梦、体艺
发展梦……

过去一年，綦江区慈善会在綦江区民
政局的有力支持下，坚持以慈善助力乡村
振兴发展，针对綦江300多个乡村的个性
化发展需求，围绕“一村一品产业梦”“一
村一韵文化梦”“一村一景宜居梦”“一村
一匠人才梦”等打造出“一村一梦”系列公
益项目，旨在为綦江300多个村居筹集资
金，助力乡村发展。

截至2023年8月，綦江“一村一梦”系
列项目总筹款1.36亿元，资金用于支持綦
江200多个乡村的产业帮扶、人居环境改
造、基础设施完善、资源路修建等，受益人
数达10万余户，35万余人。

群众难题“掌上办”小程序实现大格局

汇聚慈善力量 点亮300个乡村“一村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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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优美綦江城 摄/胡光银

綦江区古南街道綦齿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居民办理临时救助

綦江区新街子社区食堂，附近老人前来就餐綦江区石角镇新农村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