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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院探路服务类社会救助

新闻NEWS

以人定供给

三年前，患有视力一级残疾

的韩杰父母相继去世。此后他一

直独居，几度对生活失去信心。

碑林区长安路街道朱雀北

区社区工作人员了解到韩杰的

情况，主动联系一家爱心企业，

资助其学习按摩技能并帮助他

创业。现在，38岁的韩杰依托社
区养老服务场所成立了自己的

按摩店。

以前靠低保生活，韩杰“总

觉得抬不起头来”。如今，店里

客流稳定，每月可以赚 2000 多
元的韩杰已经退出了低保。“靠

手艺生活，自己是个有用的人。”

他说。

我国传统社会救助方式以

现金和实物救助为主。随着困难

群众在照料服务、精神慰藉、能

力提升等方面的需求逐渐增加，

我国持续创新社会救助方式，积

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探索形

成“物质+服务”的救助方式，在
做好兜底保障、强化“输血”的基

础上，强化“造血”功能，推动更

多低收入人口脱困解困、就业增

收、自我发展。

在陕西省民政厅社会救助

处处长郭军看来，推行服务类社

会救助，需重点解决三个问题：

摸准群众需求、做优服务供给、

实现供需精准匹配。

郭军介绍，当地以需求为导

向，通过“大数据比对+铁脚板摸
排”方式，建立服务类社会救助

需求评估体系，常态化开展需求

摸底排查，因地制宜编制服务类

社会救助清单，为困难群众提供

访视、看护照料、康复训练、助餐

助浴、助行助洁、心理疏导、社会

融入等多样化社会救助服务。

据了解，依托社区工作者开

展“敲门行动”，碑林区将主动发

现困难群众和准确掌握帮扶需

求的哨点，前置到全区 1357个
小区院落。

在黄雁社区的“融救联助工

作室”，社区党委书记杨潇向记

者展示了一沓记录表。其中一张

写着一位居民的心愿：“对于我

这种残障人士来说，‘洗个舒心

澡’可能是一件麻烦事，希望有

人能陪着洗澡，防止摔倒。”这张

表上，记录着密密麻麻的服务日

记：“9月 1 日志愿者上门服务”

“10月 12日上门义诊”……
“我们按资金救助、医疗保

障、居住环境、便民生活、心理慰

藉等不同类别，建立起困难群众

需求清单，以需定供，把服务送

到困难群众心坎上。”杨潇说。

以问题为切入点，“靶向”提

供服务类社会救助的尝试还有

很多。

一部分困难群众反映，虽然

有低保等物质救助，但居住环境

较差却无力改善。为解决这一问

题，西安市周至县面向 60户分
散供养特困人员开展“美居行

动”，为其提供修缮房屋、改造水

电等服务。

针对一些农村老年人反映

秋冬季节洗澡困难，宝鸡市麟游

县投资 450万元，依托各村幸福
院建设 28个助浴中心，配备热
水器、洗衣机以及坐凳、扶手、防

滑垫、安全报警按钮等适老化设

施，便于老年人安全洗浴。

为切实帮助困难群众缓解

心理压力、化解负面情绪，西安

市新城区依托多个社区设立了

“美心工作室”，广泛开展心理咨

询服务。

此外，针对分散供养特困人

员日常照料护理责任落实难、监

护人“领钱不服务、服务无标准、

效果无监管”问题，陕西多地委

托第三方服务机构定期对分散

供养特困人员上门探访，提供助

餐助浴、助医助洁和心理慰藉等

服务。

做大野资源池冶

家住延安市宜川县云岩镇

太吉村的李斌（化名）今年 11
岁，与同龄人相比，这个少年过

早背负了家庭的重担。李斌的父

母均患有三级残疾，家里主要靠

奶奶照顾，他放学回家后要帮忙

照看 1岁的弟弟，家庭生活十分
困难。

了解到李斌的情况后，宜川

县融救助中心整合救助资源，先

后为其家庭落实了十项救助政

策———家中四口人享受农村低

保，父母均享受残疾人生活补

贴，本人享受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生活补助和营养改善计划、延安

市特殊特困儿童救助等，并将其

列为无锡爱心企业（人士）长期

帮扶对象。这些救助服务免除了

李斌的后顾之忧，也为他的家庭

提供了一张强有力的“保护网”。

服务供给清单充足与否，决

定了服务类社会救助的质量和

水平。

“以社区为平台，统筹衔接

养老、助残、托幼等关爱服务政

策，整合优化慈善帮扶、志愿服

务、对口结对、邻里互助等服务

类社会救助供给主体。”西安市

民政局社会救助处处长王科峰

说。西安通过纵向链接市、区县、

镇街、社区等的救助资源，横向

链接从事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社

会组织、经营主体和社区慈善力

量，构建“融救联助”服务网络，

合力扩容社会救助“资源池”。

以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有效

衔接为例。对暂不符合政府救助

条件或救助后仍有困难的群众，

政府部门可依托市级低收入人口

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发布需求信

息，社会组织可通过平台内嵌的

“资源链接”模块，认领落实救助

帮扶措施。“畅通公益慈善力量参

与社会救助渠道，有助于为符合

条件的困难群众提供更加多样化

的救助帮扶。”王科峰说。

持续扩容供给资源池的同

时，能否留住帮扶资源，也是服务

类社会救助常态化开展的关键。

2025年初，黄雁社区为支持
其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 46家
单位和 70位个人组织了一场特
别的表彰会。在杨潇看来，这既

是感谢，也是鼓励。对于爱心企

业和商铺，黄雁社区还会通过社

交媒体发布探店、推荐视频，帮

助他们扩大影响。“双方互利共

赢，创造持续惠及更多困难群众

的条件。”她说。

据了解，对在社会救助领域

作出突出贡献、具有良好社会影

响力的慈善组织，西安在等级评

估、税收优惠等方面适当予以倾

斜支持。

破篱优机制

家住宜川县的张晓远（化

名）今年 6岁，2024年突遭家庭
变故。父亲因白血病不幸离世，

家里因治疗欠下巨额债务；母亲

需要照顾他，无法长期外出务

工，家庭陷入困境。

宜川县融救助中心了解到

张晓远的情况，为其家庭落实了

低保政策，还从他的兴趣出发，

为他争取到通过“天使学位”学

做“小主持人”的机会。

目前，宜川县融救助中心先

后协调 16家社会组织和培训机
构，设立“天使学位”47 个，免费
为 33名像张晓远一样的困境儿
童提供武术、书法、舞蹈、足球等

方面的兴趣培训。“坚持‘救基

本’与‘助发展’两手发力，社会

救助提质增效才能利长远。”宜

川县民政局副局长宋田说。

受访人士认为，确保服务类

社会救助常态长效，需建立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部门

协同、社会参与的体制机制。

“解决社会救助‘九龙治

水’、资金项目分散、信息不对称

等问题，需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

优势和组织优势，融合各方力

量，避免重复救助和救助盲区。”

宋田说。

为更好回应困难群众的多

样化需求，宜川以“大民政”思维

破题，成立融救助党委，由县级

领导兼任书记，民政局长兼任副

书记，将县民政局、退役军人事

务局、总工会、团委、妇联、残联、

红十字会等 7 个部门单位党支
部纳入党委。2022年，当地成立
县级融救助中心，对 21 个部门
单位的 56项救助资金项目进行
梳理整合和流程再造，实现归于

一口、一门受理、协同办理。

依托融救助中心平台，当地

民政部门联合教育部门拓展“融

救助+心理疏导服务”，联合妇
联、工商联拓展“融救助+志愿服
务”，联合人社部门、乡村（街道）

拓展“融救助+就业援助服务”，
最大限度发挥政府的救助力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加大乡村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

为困难家庭中有意愿人员提供

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林草部门为

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提供生

态护林员就业岗位；乡镇街道设

立一定数量的助残敬老岗位，既

为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就近服务，

又能拓展困难群众就业渠道。”

宋田说，目前，宜川已累计为困

难群众解决就业岗位 426 个，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困难群众的自

我发展能力。

渊据叶瞭望曳新闻周刊冤

春日，暖阳和煦。

家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张家村街道黄雁社区的 86岁独居老人高思德，一早就等在门口。当穿着红色马甲的“代理儿

女”们出现在视野里，老人脸上涌起笑意。

高思德是一名老兵，早年腿部受伤，子弹残片无法完全取出。随着年龄增长，他的腿脚越发不灵便。老人点单、社区派单、

“代理儿女”接单……一年多来，生活照料、心理抚慰、就医陪护等服务，源源不断送到高思德身边。

听老人说后背不舒服，“代理儿女”为他捶背揉肩；看家中哪里落了灰尘，“代理儿女”麻利地收拾起卫生。高思德说：“有了

他们，日子幸福多了！”

“代理儿女”是西安市探索实施服务类社会救助的一个缩影。2024年，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全国服务类社会救助试点

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 69个地区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试点。包括西安在内，陕西有三地入选试点名单。

明需求、汇资源、优机制……陕西探索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向“物质 +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推动社会救助

从保障困难群众最低限度的基本生活，向适度满足困难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促进困难群众自我发展转变。

西安市碑林区张家村街道黄雁社区的工作人员上门为老人安装警报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