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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帮实扶解决实际困难
“快到冬天了，这是我给你买

的厚一点的衣服，总共有五件，还
有一双运动鞋，这些衣服你换着
穿，有啥需要及时给我说，最重要
的是要在学习上多努力。还有我
给爷爷买了一些治腿疼的药，你
要提醒爷爷按时吃药，让爷爷早
点好起来。”“爱心爸爸”徐斌牵着
昊昊的手不断地叮嘱着。

昊昊家住古浪县，父亲去世
早，母亲出走音信全无，他和70
多岁的爷爷相依为命。2023
年，在省纪委监委机关开展的结
对关爱行动中，党风政风监督室
副主任徐斌主动申请与昊昊结
对关爱，成为一名“爱心家人”。

“以后孩子的家长会我来开，
孩子在学习或者生活上有什么问
题，请第一时间联系我！”徐斌到
昊昊所在的学校拜访校长和班主
任老师，主动提出以家长身份配
合学校教育安排。为了更好解决
昊昊的后顾之忧，让他全身心投
入到高中的学习生活，徐斌积极

与乡镇、民政、卫健等单位对接，
希望能及时落实好兜底保障政
策，提供必要的帮助。考虑到爷
爷年龄大、基础病多，徐斌积极协
调乡镇卫生院定期对爷爷做健康
检查，及时提供就医服务。

高位谋划爱心甘肃工程
徐斌与昊昊的故事是省委、

省政府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
肃”工程的缩影。作为全省现代
化建设开局起步关键时期的一
项德政民心工程，我省“结对帮
扶·爱心甘肃”工程开展以来，引
导结对干部把关爱对象当亲戚、
当家人，变“干部结对”为“家庭
结对”“亲情结对”，通过联系交
流、走访探视，面对面交流谈心，
真心实意认亲结亲。

记者了解到，省、市、县均成
立了结对关爱工作机构，实现
上下联动、一体推进。在深入
调研摸底的基础上，确定最困
难、最需关心、关注的孤儿、困
难重度残疾人、特困家庭三类

群体作为关爱对象。全省 47
名省级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与
54 名孤儿和 5 名困难重度残疾
人结亲认亲，省直部门（单位）
6727名干部与乡村振兴帮扶县
的三类对象建立结对关系，为
全省各级干部作表率。各地积
极响应、迅速行动，组织辖区内
干部与三类对象结对。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 26.31
万名对象被纳入关爱范围，符合
条件的困难群众实现“全覆盖”
结对。全省“结对帮扶·爱心甘
肃”工程建设动员大会召开以
来，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省教育
工委、省政府国资委、省金融监
管局、省乡村振兴局5个省直牵
头单位认真履行归口管理职责，
指导各归口单位组织所属干部职
工与各自帮扶县的孤儿、困难重
度残疾人和特困家庭结对认亲。

兜住兜牢基本医保安全网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

开展以来，全省 25 万干部立足

自身实际，通过走访探视、落实
政策、链接资源等方式，倾听关
爱对象诉求，宣传帮扶政策，用
心用情用力解决困难群众的操
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累计帮助解
决实际困难17.33万个，帮办实
事 23.71 万件，资助资金（含物
资折合）5415.44万元。

省上还制定出台多项不同领
域实施方案，加大临时救助力度，
解决关爱对象突发性、临时性困
难；通过福利彩票公益金帮助考
上大学但事实无人抚养的学生；
降低关爱对象大病保险起付标
准，提高三类对象参保缴费资助
标准，大病保险报销、医疗救助比
例，强化三重制度梯次减负功能，
兜住兜牢基本医疗保障安全网。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开展帮扶
甘肃省还鼓励和支持全省

各级工青妇、残联等群团组织，
红十字会、慈善组织等社会团
体，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各民主
党派和工商联等发挥独特作

用，引导所联系服务的群众踊
跃投身爱心事业、关爱困难群
体。省民政厅鼓励引导全省社
会组织面向关爱对象开展相关
服务，通过捐款捐物、志愿服
务、辅助结对等方式参与结对
关爱行动，形成跨地区、跨部
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
救助帮扶格局。

“点滴爱心，汇集成流”。全
省 4445 家社会组织参与行动，
捐款捐物 2570.68万元，实施志
愿服务项目1591个，与8794名
关爱对象建立了辅助结对关系。
通过“家家幸福一元捐”公益项目
募集善款300余万元，发放公益
项目助学金 757.32 万元。持续
实施的“红十字天使计划”“博爱
光明行”等项目，救助先天性心
脏病儿童221人、白血病儿童65
人，为困难家庭白内障患者免费
实施复明手术150例，助力爱心
甘肃建设走向深入。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记者 徐静雯 实习生 瞿明霞

着力补齐民生短板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我省创新开展“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

让爱蔓延，用真情实意诠释跨越血缘的爱……
自全省部署开展“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以来，我省组织各级领导干部与孤儿结对、当“爱心爸妈”，各级干部与困难重

度残疾人或特困家庭结对、当“爱心家人”。通过联系交流、走访探视、落实政策，全力帮助解决特殊困难群众实际困难，着力补
齐民生短板、增进民生福祉。

养老不离村
绘就“老有颐养”新图景

走进庆阳市华池县城壕镇
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康复室、护
士室、活动室、餐厅等一应俱全，
功能完善的老人“幸福之家”，让
入住老人生活得更安心、舒心。

“这里环境很好，孩子们不
在身边，我每天都在这吃住，空
闲时还能和这里的老人聊天、下
棋，也不觉得孤单了，舒心得
很。”今年72岁的城壕镇余家砭
村村民余大爷的孩子们常年在
外务工，“家门口”的养老综合服
务中心不仅让他的老年生活多
了一份陪伴，也让远在他乡的孩
子们更加放心。

按照“设施建在老年人家门
口”的选址原则，近年，我省各乡
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根
据区域内人口和场地实际情况
进行合理布局，建筑面积与服务
对象的数量、需求相匹配，80%
由政府无偿提供解决，15%由县
级政府通过租赁、置换提供场
地，5%属于新建。

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2023年，我省为民实事任务又一
大亮点——将村级养老服务设施
建设纳入了为民实事任务，在全

省建设300个村级互助幸福院。
记者了解到，2023年4月，酒

泉市金塔县金塔镇金大村互助幸
福院正式投入运营，这是酒泉市
率先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的村级
互助幸福院。该互助幸福院依托
原金塔县东北街社区活动室和老
干局活动中心进行改建，可以满
足老年人就餐、活动、休息等基本
需求。同时，与邻近社区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共享文化娱乐设
施，方便老年人开展文化娱乐活

动，为周边农村及城区老年人打
造了养老服务场所。

坚持需求导向
抓功能设置

据悉，“村级互助幸福院”是
指依托五保家园、日间照料中心
等现有农村养老服务设施，或村
卫生室、闲置校舍等现有公共服
务资源进行提升改造，因地制
宜、统筹设置。

我省在“村级互助幸福院”

“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
方面，明确了其功能设置、适老
化建设等要求。例如，聚焦老年
人亟须的吃饭、活动、短托、康复
需求，乡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
中心突出“五有”功能，即：有供
餐助餐设施，有休闲活动场所，
有医疗康复区域，有日托、全托
床位，有上门服务能力。同时，
探索为居家有需求的老年人提
供助餐、就医、家政、安全等专业
养老服务。

“村级互助幸福院”突出供
餐、活动功能，设置厨房、餐厅、
老年活动室、卫生间等基础设
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
际，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助餐
送餐等居家上门服务。

在公共活动区域，做好防滑
及坡道处理，安装扶手，配置无
尖角桌椅座椅，配置符合老年人
需求的洗浴设施和坐便器等。

另外，明确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和互助幸福院各类设施必须
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取得消
防、食品等验收许可和经营资格
证，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常态化
开展应急演练，做到“人人懂安
全，个个会应急”。对于已运营
项目，进行常态化安全考核，对
于考核不合格的，予以警告；对
于整改不力的，及时更换运营
方，确保安全运营。

鼓励各类有条件的企业、社
会组织运营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明确管理制度、收费标准、人员
资质等规定，确保资产和运营安
全。据悉，3 年来，乡镇（街道）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互助幸福院
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居家上
门服务累计30万人次。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记者 徐静雯 实习生 瞿明霞

以为民实事为抓手
形成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甘肃模式”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
乐，既是民之所盼，也是民生大计。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落实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坚
持高位谋划推动，连续3年将养老
服务设施建设纳入为民实事项目，
投资9.7亿元建设乡镇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320个、村级互助幸福院
300个，新增养老服务设施面积
40多万平方米，具备综合功能的养
老服务中心实现城市街道全覆盖。

制定印发《甘肃省乡镇（街道）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运营管理指
引（第二版）》《甘肃省村级互助幸福
院建设运营管理指引（第二版）》，探
索形成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甘
肃标准”“甘肃模式”。

养老服务场所养老服务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