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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举行记者会，民政部部长陆治原

参加记者会，并就养老服务、儿童福

利、残疾人服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保障等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野政府救助+慈善帮扶冶
多渠道解决好困难群众难题

对于如何落实推进加强普惠性民

生建设工作问题，陆治原表示，加强

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是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要求，

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传统意义上，民政工作主要面向特殊

困难群体，保障基本民生需求，属于

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具有保基

本、兜底线的特点。随着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就要顺应人民群众的需求变

化，逐步扩大相关民生保障政策覆盖

面，有序推进民政民生保障由兜底

性、基础性向普惠性发展。概括讲就

是要推进“四个转变”：

第一个转变袁是保障对象从特定群
体向更多需要帮助的群体转变遥 普惠
性，首先强调的是保障对象的普遍性。

举两个例子，比如儿童福利，随着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和医疗健康水平的提升，

孤儿、弃婴大幅减少，流动儿童、留守儿

童权益保障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这就

需要推动儿童福利从孤弃儿童生活保

障向所有需要帮助的困境儿童关爱服

务延伸。再比如养老服务，我国人口发

展呈现出老龄化、高龄化、少子化等特

点，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在弱化，越来

越多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提出需求，

这就需要推动养老服务从过去“三无”

老年人为主向全体老年人拓展。

第二个转变袁 是服务内容从物质
保障为主袁向物质救助尧社会服务和精
神关爱兼顾转变遥随着社会的进步，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的同时，精

神关爱、社会融入和自我发展等方面

的需求也不断增长，单一的物质帮扶

已经不能够满足救助对象多样化的现

实需要。对此，下一步将在以资金和物

质救助为主的兜底保障基础上，探索

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开展困境儿童

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发展重度残疾人

托养照护服务、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

务等，以满足困难群众的需求。

第三个转变袁 是要素保障从主要
依靠政府袁向以政府为主导袁积极发
挥市场尧 社会等多方力量作用转变遥
比如社会救助，在加强政府投入的同

时，还要积极引导公益慈善等社会力

量参与，通过“政府救助+慈善帮扶”
等方式，多渠道解决好困难群众的难

题。比如养老工作，政府保障好“三无”

老年人的养老，发展基本养老服务。

同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调动

社会力量参与，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

养老产业，增加多层次、多样化、高品

质的养老服务供给。

第四个转变袁 是手段方式从传统
服务方式向数智化尧标准化方式转变遥
我们将在社会救助、养老服务、残疾人

服务等领域，加快推进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运用，深化

民政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推

进更多事项线上办、掌上办，让民政服

务更便捷、更可及、更规范。

构建县尧乡尧村三级服务网络
形成一刻钟养老服务圈

去年 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

对加快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

体系、更好保障老有所养作出顶层设

计，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明确要

求，民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抓好落

实。对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主要

内容和措施，陆治原进行了介绍。

第一是加快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
务网络遥 我们将在已有养老服务设施基
础上，推进在县（区）一级健全综合养老

服务管理平台，在乡镇（街道）一级健全

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在村（社区）健全必

要的养老服务站点，构建县、乡、村三级

服务网络，形成一刻钟养老服务圈，为

广大老年人提供便捷的养老服务。

第二是贯通协调居家尧社区尧机构
三类服务形态遥 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导
向，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

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

供给格局。着力完善老年人床边、身

边可感可及的养老服务政策措施，特

别是要发挥社区、养老机构对居家养

老的支持支撑作用，大力发展助餐、助

医、助洁、助急等上门服务，让老年人

享有更好的“家门口”养老服务。

第三是按照兜底尧普惠尧市场分类
推进养老机构改革遥发展兜底保障型、
普惠支持型、完全市场型三类养老机

构。其中，兜底保障型养老机构主要

面向“三无”老年人和经济困难失能老

年人，承担兜底养老功能。普惠支持

型养老机构面向全体老年人，为多数

老年人提供价格可承担、质量有保障、

比较普惠的养老服务。完全市场型养

老机构充分竞争、优质优价。这三类

机构要明确定位、功能互补，满足老年

人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第四是构建政府尧市场尧社会三方
协同机制遥 我们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强化政府对养老服务的规划引导、政

策支持、组织保障、监督管理工作。发

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支持各类市场主

体积极发展养老产业，推动养老服务产

业规模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不断丰

富养老服务发展的供给格局。强化社会

互助共济功能，发挥社会参与作用，构

建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群众自治组

织、社会组织、社会志愿者和社会工作

者等广泛参与的社会养老服务。

第五是强调养老规划尧财政支持尧
人才队伍建设尧养老金融尧养老科技袁

特别是信息化发展运用等五方面要素

保障措施遥
陆治原表示，深化养老服务改革

发展，最终目的是让全体老年人享有

基本养老服务，实现老有所养、老有

所为、老有所乐，安享幸福晚年。民政

部将充分发挥全国老龄办的职能作

用，会同相关部门一年接着一年干，一

件一件抓落实，切实把中央深化养老

服务改革的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强化常态化救助帮扶
加强对困境儿童等群体关爱服务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保障、儿童关爱服务、残疾人服

务等作出了明确部署。据陆治原介绍，

民政部将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有力举

措，抓好落实：

在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方面遥
一要强化常态化救助帮扶，在保障好

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基

础上，出台低收入人口认定办法，全面

开展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

庭认定，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

系。二要按照中央统一要求，会同相关

部门推进防止返贫帮扶政策和农村低

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政策衔接并轨，

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三要

扎实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试点，完善

政策措施，探索形成“物质+服务”的救
助模式。四要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

测，运用“大数据比对+铁脚板摸排”等
方式，确保困难群众有困难及时被发

现、需要救助的及时得到救助帮扶。

在儿童福利方面遥 重点推进出台
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的政策措施，

健全更好适应我国儿童事业发展需

要的儿童福利体系。一要完善各项保

障政策，高质量做好孤儿和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的养育保障。二要深化儿童

福利机构改革，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

门办院”，发挥资源优势，向社会上有

需求的困境儿童提供委托照护、康复

照料等服务。三要会同相关部门健全

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

让留守儿童不再孤单，让流动儿童平

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在残疾人服务方面遥 一要完善和
落实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制度。二要研究制定加

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的政策措

施，支持发展残疾人社会化照护服务，

推进减轻“老年父母+残疾子女”“一
户多残”等特殊家庭照护负担。三要

推进发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不

断提高康复服务水平。

陆治原表示，兜底民生政策措施，

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关乎社会公平正

义，必须强化监管，确保公平公正实

施。民政部将加强社会救助、孤儿和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残疾人两项

补贴等各类资金的监管，确保资金真

正用到各类服务对象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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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部长陆治原出席十四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

新修改的叶慈善法曳明确将发展社区慈善作
为促进慈善事业的重要措施袁从法律上肯定了社
区慈善在中国特色慈善事业中的重要性遥如何才
能落实叶慈善法曳的要求袁推动社区慈善健康持续
发展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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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叶首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
伍建设行动计划渊2023要2025 年冤曳袁北京市大兴
区坚持野人才兴治冶战略导向袁创新构建野选育用
管冶全链条培养体系袁形成野专业培养+实践赋能+
校地协同冶的基层治理人才培养新模式遥

两会聚焦：

多位代表委员为特殊群体权益
与公益事业发声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袁引导支持社会组
织尧人道救助尧志愿服务尧公益慈善等健康发展袁
保障妇女尧儿童尧老年人尧残疾人合法权益噎噎报
告引发全社会热议遥 两会期间袁多位代表委员围
绕这些领域积极建言献策袁相关话题也值得我们
深入研究关注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

建议尽快出台促进社区慈善发展政策性文件

一文读懂 2025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社会组织尧
公益慈善尧社会工作尧志愿服务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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