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 9 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是 “世界骨髓捐献者
日”，旨在表彰和感谢那些无私奉献自己的“骨髓”（即
造血干细胞）以拯救他人生命的捐献者，也鼓励更多
健康人士加入捐献志愿者行列挽救更多的生命。 今年
“世界骨髓捐献者日”的主题是“感谢您，捐献者”。

捐献造血干细胞被誉为捐献生命的种子 ，是挽
救血液系统 、 免疫系统等一些疾病最好的根治方
法 。 但在非血缘关系之间配型成功率十分低下 ，需
要大批的捐献志愿者加入 。 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
在我国起步较晚 ，人们还存在很多误识 ，误以为就
是直接捐献 “骨髓 ”；且留样条件严格 ，配型符合率
极低 ，跨度时间长 ，变化因素多 ，反悔率高 ，工作难
度很大 ，起初步履艰难 ，十分困难 。

我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是全省启动最早的
市之一 ，采样数 、捐献数 、捐献质量和宣传动员及
服务一直全省名列前茅 ，连年受到上级表彰 ，是目
前全省捐献数量超 75 例的 3 个市之一 。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赞扬我市捐献者张
宝后 ，成了淮南乃至全国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的里
程碑，极大地推动了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 市红十字
会抓住契机，采取一系列措施，广泛宣传动员，组织志
愿者深入城乡、街头、广场、各行各业开展宣传动员采

样活动；充分发挥典型模范带动作用，动员更多的人
参与。 尤其是近年来发展迅速，平均每年成功捐献 10
例左右， 创造了十余项全省第一和全国先例 ， 影响
较大 。 捐献者大爱无疆 ，感天动地 。 大力宣传捐献
者感人事迹 ，新华社 、人民日报 、央视 、光明日报 、
中国青年报等多家中央媒体多次报道 。 我市也给
捐献者以崇高的礼遇 ， 捐献者纳入淮南好人和市
文明促进行为表彰 、文明家庭评选 ，享受 “三免 ”政
策 ，积极为捐献者推报各种荣誉 ，荣获全国道德模
范 、中国好人 、全国优秀志愿者 、全国文明家庭 、全
国五好家庭等表彰；捐献护送陪伴、节日看望慰问 、困
难及时相助，为捐献者提供温馨周到服务。目前我市已
成功捐献 76 例， 挽救 76 个鲜活的生命和其背后众多
家庭的幸福。 从一个张宝，到一群张宝，我市造血干细
胞捐献从步履维艰到蓬勃发展，倾注了市委、市政府及
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关心和帮助，凝聚了红十字会
人和众多志愿者的心血、汗水和付出！ 是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重要指示的生动体现。
每一个捐献者都是淮南的骄傲，我们学习的榜样！

世界骨髓捐献者日，致敬，捐献者！ 感谢，捐献者！
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生命，无损健康，期待您的

加入！

2023 年世界骨髓捐献者日， 安徽省寻找生命的种子走进淮南宣传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盛赞的全国道德模范、 全
省首例跨国捐献者张宝

安徽省首例二次捐献者、 中国好人胡常引 �� 22002200 年年新新冠冠疫疫情情期期间间，， 我我市市两两位位捐捐献献者者谢谢明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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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 月淮南师范学院两位大四学生刘春胡
敏君一同捐献成为全国首对同校同级同时同院捐献者

2024年 3月我市捐献者许梓强成功第二次捐献成为安徽省第 600例捐献者

捐献者为二次捐献的葛宏港赴捐送行

发挥典型带动作用开展向张宝学习活动

市红十字会培养大批志愿者常年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动员

参加暑期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的大学生志愿者集体采样
加入捐献队伍

每年世界骨髓捐献者日市红十字会均开展致敬捐献者宣传活动

欢欢送送全全省省首首例例从从事事造造血血干干细细胞胞捐捐献献工工作作的的捐捐献献者者、、 市市红红十十字字
会会工工作作人人员员穆穆敏敏赴赴捐捐

2024年春节市红十字会慰问捐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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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困难， 找民政。” 这是淮南老百姓的一句口头禅。 话虽简单， 却充分说明了老百姓对“民政人” 的无限信赖。
民政工作关系民生、 连着民心。 近年来， 淮南市民政局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 全面贯彻落

实市委、 市政府决策部署， 牢固树立“民政为民、 民政爱民” 工作理念， 认真履行基本民生保障、 基本社会服务等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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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安徽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对淮南市养老服务工作作出肯定性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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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南市养老服务工作获得 2023 年度省政府
督查激励。 机关离退休党支部被评为“全省示范离退休党支部”。 市民政局机关“四下基层” 入选全省主题教育典型案例， 市
救助站“护苗成长” 党建品牌被评为全省“一支部一品牌” 百优案例。 “淮南市未成年人活动进社区” 线上系列活动荣获 2024
年安徽省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 在全省率先全面推行低收入人口“一次申请、 分类审核确认” 工作机制， 在全省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会议上进行交流发言。

聚力兜底线， 社会救助更有力度更有温度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 全市民政部

门认真落实救助政策， 提升保障水平。 今年 1-8 月累
计为 96 万人次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发放保障金 5.6 亿
元， 其中为 4858 名新增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发放临时
救助金 264.1 万元。

强化动态监测， 实现精准救助。 对全市 15 万名低
收入人口的动态监测预警全覆盖， 其中将 11359 名防止
返贫监测对象纳入民政社会救助保障范围。 提取医保结
算数据开展比对， 为个人医疗自负费用较大的 42 名人
员发放临时救助金 14 万元。

创新服务模式， 提高服务效率。 在全省率先全面推
行低收入人口 “一次申请、 分类审核确认” 工作机制，
累计为 4597 人办理了低保、 261 人办理特困， 1702 人
办理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探索 “一次申请、 分类确认、 综合救助” 模式，
统筹民政系统 9 项救助政策的同时， 将医疗、 教育、 住
建等专项救助部门纳入乡镇社会救助联审联批会议领导
小组， 实现共同参与、 集体评审、 信息共享、 跟进救
助。

推动资源下沉， 加强救急救难。 督促县区指导乡镇
（街道） 灵活使用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提高救助效率，
今年以来， 为 5939 人次困难人员发放临时救助金 1107
万元， 成立村 （社区） “救急难” 互助社 1112 个， 覆
盖率 100%。

聚力强保障， 基本社会服务更优质更便民
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 “一

老” 连着 “夕阳” , “一小” 连着 “朝阳” ,关乎民生、
连接民心。

用心服务 “一老”， 托起最美 “夕阳红”。 落实老人
福利补贴， 为 11.5 万余名 80 周岁以上老人发放高龄津
贴 3016.24 万元， 为 3.38 万余名 65 周岁以上低保老人
发放养老服务补贴 1678.02 万元。 优化居家社区服务，
实施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完成改造任务
2639 户； 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推进 6 家社区嵌入
式养老服务机构建设。 深化农村养老改革， 引入优质养
老企业推动公办养老机构转型升级； 建设村级养老服务
站 （农村幸福院） 42 个， 寿县被确定为全省第二批农
村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县。 推进重点项目落地， 市级老年
公寓正式投入运营， 东方健康养老服务中心项目主体工
程已竣工， 寿县县级养老服务中心主体工程建设正在有
序推进中。 2023 年， 全市 3 家机构被评为省级示范性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 3 家成功创建省级优质医养
结合示范养老机构。 2024 年 7 月， 全省农村幸福院敬
老院建设暨养老服务重点工作推进会在淮召开。

用情关爱 “一小”， 织密未成年人 “保护网”。 提高
保障标准， 集中和散居孤儿保障标准分别提高至 1700
元/人/月和 1300 元/人/月， 增幅分别达 9.7%和 18.2%。
截至目前， 全市保障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1587 人，
累计发放资金 1426.9 万元 。 提升机构质效 ， 市社会
（儿童） 福利院 “养治康教安” 和社会工作一体化推进，

2024 年机构内 9 名儿童通过收养回归家庭。 关爱服务
全覆盖， 投入资金 188 万元， 打造 “淮伴守护” 关爱儿
童品牌， 实施 “七彩阳光” 护童计划， 累计开展儿童关
爱服务 245 场次， 惠及儿童 4 万余名。

聚力惠民生， 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更具幸福感
今年 9 月 5 日是我国第九个 “中华慈善日”。 当天，

2024 年 “淮南慈善宣传周” 暨 “慈善一日捐” 主题活
动正式启动， 现场共有 69 家知名企业、 爱心人士参与
捐赠， 共募捐爱心善款 311 万元， 汇聚成爱的暖流。

慈善事业发展探索新路径 。 我市全面推行社区
（村） 慈善基金，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321 个社区（村）设
立了慈善基金。在凤台县、寿县、潘集区三个试点县（区）
逐步推开“幸福家园”村社互助项目。精准实施“点亮星
空”孤独症儿童关爱项目、慈善护航 与爱“童”行困境儿
童提升项目、“幸福来敲门”农村独居老人幸福提升项目、
“慈善传递力量” 项目。 围绕淮南市 “50 项民生实事”，
市慈善总会连续两年投入资金 35.1 万元， 救助重大疾
病困难患者 99 名。 市慈善总会联合田家庵区法院设立
暖心法援基金， 打造淮南 “司法+慈善” 品牌。

社会事务管理服务开创新局面。 近年来， 我市婚姻
登记实现从 “跨区通办” 到 “跨省通办”、 涉外婚姻登
记， 创建 3 个省级婚俗改革试验区， 在 5 个乡镇 （街
道） 开展市级婚俗改革试点， 构建多层次婚俗改革工作
格局。 残疾人两项补贴提高至每人每月 86 元， 累计发
放补贴资金 5605 万元， 惠及残疾人 8.2 万名。 市级精
神卫生社会福利中心建设完工。 加大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力度， 累计救助 467 人次， 寻亲送返 23 人。 建设 12 座
公益性公墓， 曹庵镇公益性公墓通过省级林下墓地备案
试点实地查验。

社会组织发挥优势展现新作为。 开展 2023 年度市
社会组织年度检查， 251 家社会团体和 202 家社会服务
机构年检合格。 开展社会组织评估工作， 共评出 5A 级
3 家、 4A 级 2 家、 3A 级 1 家。 持续强化行业协会商会
作用发挥， 助力 “双招双引”， 帮扶销售农副产品， 开
展困境儿童关爱、 “慈善一日捐” 活动， 助力大学生就
业， 47 家社会组织及所属会员企业提供了 356 个岗位，
涵盖电子商务、 医药、 汽车、 保险、 餐饮、 养老、 社会
工作等多个领域； 组织召开多场社会组织 “银企对接
会”， 为社会组织搭建平台， 提升服务效能， 推动社会
组织更好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法规和区划地名工作迈上新台阶。 组织 2024 年度
民政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资格认证考试， 11 人通过考试。
完成 2 条市级界线、 3 条市内界线的联检工作。 开展国
家地名信息库行政区域类数据质量专项复核工作， 共审
核行政区划类地名数据 153 条、 行政村 （社区） 类地名
数据共 3071 条， 年度地名信息更新率 9.7%， 远超省民
政厅年度地名信息更新 5%目标任务。 开展 “乡村著名
行动”， 累计采集地名 2254 条， 寿县被确定为省级 “乡
村著名行动先行区”。

（本报记者 朱庆磊 本报通讯员 李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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