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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医养结合模式

寿县婚姻登记处颁证员为新人颁证

为敬老院老人免费理发福福彩彩公公益益金金资资助助项项目目

老年助餐服务

作作为为安安徽徽省省唯唯一一入入围围的的专专题题项项目目路路演演淮淮南南市市首首次次亮亮相相第第十十届届慈慈展展会会

打打通通网网格格员员上上升升渠渠道道

志愿者为困难老人上门服务

自古民生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 2023 年，全市民政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
市决策部署，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争先进位，在兜底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实干当先，比学赶超，争先创优。 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对我市养老服务工作作出批
示。 市民政局荣获“全国殡葬工作先进集体”“安徽省实施两纲先进集体”“全省社会救
助优秀单位”。 全市民政系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养老服务、
农村留守儿童工作分别在全省做经验交流发言。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居全省
第一方阵。 市民政局组织的“淮南慈善公益助力乡村振兴·店集贡米”参加第十届中国
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览会，为全省唯一入围的专题项目路演。 市民政局“护童成长”项
目入选 2023 年度安徽省十大优秀案例，局机关“四下基层”入选全省主题教育典型案
例，市救助站“护苗成长”获 2023 年全省“一支部一品牌”百优案例。 民政部官网刊载
专访《淮南兜底线保基本 让老年人安享晚年》。《人民日报》对淮南市网格化工作进
行了报道。《中国社会报》头版刊登《把群众的人生大事办好》宣传淮南市婚姻登记改革
成果。

聚焦兜底保障， 织牢社会精准救助安全网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市连续 8 年提高保障标准， 城乡低
保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 784 元、 755 元， 增幅分别为 8.1%、 6.6%， 超过省级
规定的 7%、 4.5%。 2023 年以来， 全年发放保障金 8.2 亿元。 在全省率先修订印发
《淮南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细则》《淮南市临时救助工作操作细则》，视情放宽收
入、 财产、 赡 （抚、 扶） 养费等核算政策。 实现对 15.1 万低收入人口的动态监测
预警全覆盖， 将全市 2.7 万名持证重度残疾人中的 10924 名纳入低收入人口监测范
围， 主动为个人自付费用较大人员发放临时救助金 85 万元。 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备
用金制度， 采取 “一事一议” 方式将救助标准提高到我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 24
倍。 发放临时救助金 1266 万元。 成立 993 个村 （社区） “救急难” 互助社， 覆盖
率 89%， 筹集资金 930 多万元。 以 “救在淮南 助您幸福” 为主题， 委托第三方
根据困难群众需求开展探视走访、 家政服务、 理发助浴、 精神慰藉等 “物质+服
务” 的多元化服务类社会救助。

聚焦 “一老一小”， 描绘 “朝夕美好” 幸福景

“一老一小”， “一老” 连着 “夕阳”， “一小” 连着 “朝阳”， 关乎民生、 连
接民心。

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 我市不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守护最美 “夕阳红”。 制
定印发 《淮南市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明确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农村低收入养老服务补贴标准由每人每月 40 元提高至 60 元。 3 家老年助餐服务机
构被遴选为安徽省老年助餐服务品牌， 3 家机构被评为省级优质医养结合示范机
构， 3 家机构入选省级示范性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 在全省率先开展 “物业+
养老服务” 试点。 签订 《闵行区和淮南市养老服务领域结对合作帮扶协议》， 两地
共确定 4 家异地康养基地。 潘集区争创安徽省农村养老服务改革示范区， 八公山
区被确定为省级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示范创建区。 东方颐养健康养老服务中心、
寿县县级养老服务中心项目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 6662 万元。

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 我市持续提升儿童福利水平， 托起多彩 “少年梦”。 做
好困境儿童分类保障， 建立主动发现机制， 将 6 名困境儿童及时纳入基本生活保
障， 全市累计发放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金 1700.38 万元， 发放助学金 200 万元。 实现
农村留守儿童牵手行动全覆盖， 我市优秀牵手人代表在全省会议作交流发言。 依
托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和社会工作服务站， 投入资金 200 余万元， 引入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和机构， 打造 “护童成长” “慈善助童” 等儿童服务类项目 13 个， 开展
关爱保障活动 336 场， 惠及儿童 2 万余人。 通过收养平台实现 6 名孤弃儿童回归
家庭。

聚焦社会服务， 为城市增添温暖底色

社会事务工作面向千家万户。 我市积极开展婚姻登记领域 “放管服” 改革，
婚姻登记从 “跨区通办 ” 到 “跨省通办 ”、 涉外婚姻登记 ， 全市办理婚姻登记
23939 对。 让数据跑腿， 残疾人两项补贴申领实行 “全程网办”， 两项补贴标准提
高到每人每月 80 元， 累计发放补贴资金 7595.4 万元， 惠及全市近 8 万名残疾人。
与公安、 城管等实现数据资源共享， 第一时间累计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
573 人次。 提升殡葬管理服务能力， 投入资金 2.95 亿元加强城乡公益性公墓建设，
新建城市公益性公墓 2 座、 乡镇、 村级公益性公墓 96 座。 落实惠民殡葬， 对困难
群众实行基本殡葬服务免费， 全市为 3556 名困难群众减免基本殡葬服务费用 278
万元。 凤台县实现惠民殡葬全覆盖。

全市社会组织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发挥行业协会商会桥梁优势， 成功招引 5
个项目， 总投资 28.8 亿元。 全市各县区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7123 家， 完成目标
任务的 103%。 引导社会组织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举行大型现场招聘会， 设置岗
位 239 个， 招聘 79 人。 同时， 抓好省社会企业试点和市社会企业培育认定试点，
在全省率先启动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学历提升、 持证率提升和实务能力提升工程
“三项工程”。 开展 “慈善一日捐” 活动， 截至目前， 募集资金 730 万元。 设立社
区 （村） 慈善基金 79 个， 实现毛集实验区、 淮南经开区全覆盖。 投入 98.65 万元
慈善资金开展 7 个 “慈善助老” “慈善助童” 项目。 加强福利彩票管理与销售，
全年销售彩票达 2.19 亿元， 同比增量达 8050 万元， 增幅 58.39％， 位居全省前列。
加强福利彩票管理与销售， 全年销售彩票达 2.19 亿元， 同比增量达 8050 万元， 增
幅 58.39％， 位居全省前列。

聚焦基层治理， 构建群众幸福美好家园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 是社会治理的基础。 我市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全市 285 个社区、 827 个村统一设置综合网格 4888 个。 在全省率先打通网格员
晋升渠道， 每年拿出 30%比例面向专职网格员招聘社区工作者， 2023 年首批专
场招聘提供岗位 40 个。 每万名常住城镇人口拥有城市社区工作者 16.3 人， 位居
全省前列。 毛集实验区臧巷村顺利通过全国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试点中期评
估验收。

规范法规和区划地名工作。 我市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 企业不出门即
可申请办理门牌， 累计办理 31 个。 按新标准更新市级和县级界桩共 7 颗。 完成
淮南高新区 31 条路命名工作。 开展 “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 常态化数据更新
工作， 更新地名信息 2235 条， 位居全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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