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区将社会救助纳入“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内容，组织开展了

“万名党员入万户、办好群众身边事”
活动，选派万名党员干部下沉到全区
1309个社会治理网格，共走访摸排老
党员户、老红军户、党员中心户、脱贫
户、信访户及其他各类困难群众1万余
户，帮助解决实际难题2700余个。
　　为实现救助全覆盖，新区构建了
区、镇街、村（居）三级主动发现网络，
加强困难群众监测预警。区级层面，民
政、卫健、医保、残联、扶贫等部门单位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及时收集媒体、信
访、网络平台披露的群众遭遇急难的
相关信息，共享共用、互联互通，及时
反馈给镇街分析研判以便快速有效作
出救助响应。
　　镇街层面，依托当地网格化服务
管理体系，及时主动收集辖区各村

（居）、扶贫办、综治办、社会组织等上报

的群众遭遇急难的信息，汇总到镇街
“一门受理”平台进行分办、转办。村
（居）层面，成立由村（居）干部、救助协
理员、网格员、村（居）民小组长、社工、
志愿者等组成的“主动发现救助服务
队”，及时走访、发现需要救助的困难群
众。截至目前，全区23个镇街共建立起
995支主动发现服务队。
　　今年以来，全区新纳入城乡低保
248户377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35户
35人；为653户困难家庭1321人实施了
临时救助，发放救助金564.41万元。

　　新区依托全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
核对平台，实现公安、残联、税务、银行
等24个部门34类数据源数据联通，对
申请社会救助的家庭实施“逢进必
核”，有效提高了救助经办效率。今年
以来，共核对申请低保、特困、临时救
助对象10938户16922人，其中核对结
果异常1147户2560人。

　　同时，新区建立易返贫人口筛查
预警机制，对医疗刚性支出病人、残疾
人、持续增收能力弱、返贫风险高的易
返贫人口进行筛查，尤其加大对医疗自
负费用大的困难群众的筛查力度。今年
以来，共筛查残疾人36627人次、医疗自
负超过3万元的病人7423人次、脱贫享
受政策人口14967人次，将符合条件的
群众及时纳入了兜底保障范围。
  另外，统筹区直相关部门、镇街发
挥联动合力，定期组织开展困难群众
摸排比对。依据比对和摸排情况建立
分类台账，按照“红、橙、黄”三个等级
实行“三色管理”制度，分别一个月、三
个月、六个月至少探访一次。截至目
前，共建立台账4641条，核实后符合救
助条件的559条，协调多部门研究解决
个例11户17人。

　　按照每月开展两场救助政策宣传
活动的原则，新区组织民政部门、镇
街、村（居）在全区120余处大集、公园、
广场等公众场所，开展救助宣传活动，
发放政策宣传单10万余份。
　　各镇街组建政策宣传小分队，开
展了专场政策宣传200余场，面对面地
与干部群众讲解政策3万余人次。同时，
充分利用各级社会救助服务窗口、微
博、微信群等方式发布救助政策2000余
次，实现了“线上线下”主动告知。
　　村两委、网格员、救助代办员等基
层工作人员充分发挥与居民沟通交流
顺畅的优势，主动排查困难群众，主动
联系困难群众，主动帮助申请救助，让
党和群众的距离更近。截至目前，全区
995支救助队伍主动走访排查1.1万户
次，做到了让工作人员跑起来，实现了

“政策找人”。

2021年9月24日 星期五
责编 徐斌 美编 于静静04

  西海岸新区着力打造“网格化+大数据+铁脚板”困难群众主动
发现救助模式，进一步强化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作用

社会救助：“一米阳光”照亮希望路

□文/图 本报记者 谭宁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
暖，关系民生、连着民
心。近年来，西海岸新区
高度重视社会救助工
作，以打造“一米阳光”
救助品牌为主线，以解
决群众切身实际困难为
目标，进一步加强社会
救助兜底保障作用，健
全社会救助主动发现机
制，以一套机制、一张网
络、一个平台为支撑，着
力打造“网格化+大数据
+铁脚板”的困难群众主
动发现救助模式，形成
了“前台有帮扶救助、后
台有监测管理”的救助
闭环，实现了从“人找政
策”到“政策找人”的转
变，让救助更接地气、更
具温情，切实兜牢兜实
基本民生保障底线。

　　□本报记者 张静

　　住房保障就是保障民生。今年
以来，区住建局始终把加快推进住
房保障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
程，不断加大保障力度，加快公共租
赁住房保障资格审核工作，及时发
放公共租赁住房补贴，不断提升物
业服务质量和水平，切实增强广大
人 民 群 众 的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安
全感。
　　在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方面，区
住建局严格按照《关于调整公共租
赁住房申请条件和保障标准等有关
问题的通知》各项规定，指导各镇街
做好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审核工

作；对各镇街提交的材料利用最短
时间完成审核，及时为符合条件的
申请家庭发放准予登记通知书；与
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签订《住房保
障租赁住房补贴协议》，及时发放公
共租赁住房补贴，减轻群众租房
压力。
　　据悉，公共租赁住房保障面积
标准为：户籍家庭成员1人的保障面
积标准为建筑面积30平方米；户籍
家庭成员2人的保障面积标准为建
筑面积45平方米；户籍家庭成员3人
及以上的保障面积标准为建筑面积
60平方米。申请家庭有原有住房
的，实际补贴面积按照保障面积标
准与原住房面积的差额确定。租赁

补贴标准为：低保和分散供养特困
家庭每月每平方米20元；家庭人均
月收入低于1693元（含）的非低保和
分散供养特困家庭每月每平方米18
元；家庭人均月收入高于1693元低
于2540元（含）家庭每月每平方米16
元；家庭人均月收入高于2540元以
上符合条件的家庭每月每平方米
14元。
　　据统计，今年1-8月，新区累计
新增公共租赁住房补贴497户，切实
为群众减轻了租房压力。
　　另外，物业服务也是老百姓密
切关注的民生问题，联系着千家万
户。今年来，区住建局物业管理服
务中心下大力气抓服务、攻坚整治

促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生活满意度。
　　该中心积极开展《青岛市物业
管理条例》宣传进小区活动，向全区
1000余个小区的业主宣传物业管理
政策法规；利用春节、元宵节、端午
节等传统节日开展“送福到家”、猜
灯谜、包粽子等活动，增进业主与物
业服务企业的沟通与交流；联合街
道、社区等，对物业服务企业开展现
场督查，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督导
企业进行整改，截至目前共检查物
业服务企业240家，发现问题1152
处，已全部整改完毕。
　　下一步，区住建局将继续坚定
不移为民办实事，不断增进民生福
祉，写好民生答卷。

加快公租房保障资格审核，及时发放公租房补贴，不断提升物业服务质量

住房保障：暖心服务守护安居梦

隐珠街道王家石桥社区为困难群众发放救助物资。

网格化管理
实现救助“全覆盖”

大数据筛查
助力救助“无遗漏”

铁脚板多跑
推动救助“无盲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