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我市开始推行包括
特困供养在内的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下
放制度改革，截至目前，已全部下放至街道
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为民服务的效率
更高了，效能更实了，全市社会救助水平全
面提升。

目前，全市共有特困供养人员12000名，市
内六区人口集中，特困供养人员基数大，其中
以河东、河北、红桥三区居多，和平、河西两区
人数较少。

我市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的资金投
入稳定充实，这体现出市委、市政府对社会救
助工作的高度重视。

特困人员的认定标准即无劳动能力，无生
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
法定义务人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老年人、残疾
人以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的认定一般依据6
项指标进行评估，即自主吃饭、自主穿衣、自主
上下床、自主如厕、室内自主行走、自主洗澡
等。6项指标全部达到的，可以视为具备生活
自理能力；有3项以下（含3项）指标不能达到
的，可以视为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有4项以
上（含4项）指标不能达到的，可以视为完全丧
失生活自理能力。评估一般都是由有专业资
质的第三方机构来进行。

集中供养场所有讲究。市民政局一般
要求各区指定国办养老院作为集中供养场
所。目前的情况是，市内六区国办养老机
构资源较充足，涉农区国办养老机构较少，
要求各区指定两到三所规模较大、设施完
备、资质齐全、收费合理的民办养老机构收
住特困人员。

实践中发现，90%的分散供养人员不愿意
集中供养。一个理由是认为集中供养要遵守
供养机构的相关制度，相对不太“自由”；另一
个理由是集中供养费用直接给到了机构，而特
困人员想自己支配这部分钱。

事实上，目前对于全护理入住人员来
说，指定收住特困人员的养老服务机构市
场价都在几千元，市区贵一些，每人每月四
五千元，涉农区低一些，每人每月三四千
元，也就是说特困人员的供养金和照料金
都算上还有缺口，不足部分是政府部门从
临时救助资金方面解决的。对于重点人重
点群体，如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完全丧失
生活能力、重度精神残疾、没有民事行为能
力的人群，集中供养更有利于对他们的照
顾，保障更有力度。

对于分散供养，也有一整套救助措施。除
了照料人制度的落实外，还包括对接各种社会
资源实现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关照，定期走
访，避免分散供养人出现意外。

政策兜底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日前，记者在西青区与北辰区交界处

的一个村庄见到康振中时，他刚出院3天。
小半锅煮熟的饺子标志着他那一天

的“胜利”，“刚出院前两天，就在家门口买
点儿馒头吃。今天早晨起来，感觉有劲儿
了，能骑自行车了，就去更远的地方买2斤
饺子回来吃。”

今年2月15日晚6时多，年过7旬的康
振中突然四肢僵硬，浑身无力，倒在地上。

其户籍所在地河东区向阳楼街欣旺北苑社
区居委会副主任李庆花下班时接到求助电
话，二话不说，立即开着自己的车赶到，拨打
了120急救电话，把康振中送到医院，李庆花

又忙前忙后对接治疗。经诊断，康振中得的
是脑梗，幸亏救治及时，治疗效果明显。康
振中住院治疗了两个月，都是社区工作人员
探望，询问治疗进展。

几年前，康振中被列为供养对象时，街
道工作人员动员他办集中供养，他表示还
是希望一个人居住，理由是自己喜欢绘画，
租住的地方离大运河近，方便他随时到河
边写生找灵感。租住屋的墙上挂满了他的
作品。

出院后，康振中一次性取回了两个月
的供养补贴和照料费。口袋里鼓鼓的，他
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翻建房屋送两餐 生活起居有人管
武清区黄花店镇八里桥村是天津市

与河北省交界的一个村庄。走在村里，一
座座红砖大瓦房张扬着浓浓的烟火气。
特困供养人员杨宝森就住在村东一套砖
瓦房里，房子是2019年新建的。

杨宝森今年85岁，未婚，无儿无女，
很早就开始享受“五保”政策。随着特困
保障制度的完善，杨宝森被纳入特困供
养，每月享受 1530 元的补贴，自己的口
粮田流转出去了，得一部分钱，还翻盖了
房屋。

这是武清区民政局、区住建委等相
关部门在市民政局、慈善协会的支持
下，为特困供养人员等困难群众办的
实事。

之前，杨宝森的房子多年没有翻建，

已经破旧。村“两委”班子排查后，将他的
情况上报到镇政府，镇政府又报到区里，
区里再到市里。经第三方机构评估，他的
房子已达D级，符合翻建标准。本来此项
政策规定，一位特困老人得以翻建或维修
的房屋面积为50多平方米，而老人原本的
宅基地有100多平方米。老人的侄子、照
料人杨增强认为，一半建了一半空着，不
是个事儿，于是决定将老人的房子整体翻
建并装修，老人的建房补贴全用了，杨增
强自己又添了钱。

一排宽敞的大瓦房，阳光满屋，空调、
电视机、冰箱、洗衣机样样齐全。阴天下
雨，也不用到外面做饭、上厕所，厨房、卫
生间都在室内。取暖、做饭、洗浴全使用
管道天然气。装修的时候，做的地暖，这
样冬天室温恒定。用气费用的60%由政府
补贴，取暖、做饭烧水、洗浴全算上，一年
自己担负2200元左右。

杨宝森个头中等偏上，腰不驼背不
塌。他告诉记者，自己患有高血压、心脏
病，享受供养政策后，没有后顾之忧了，每

天上午去健身园锻炼两个小时，中午11时
前回家。到家时，志愿者已将午饭送到，他
洗洗手就能吃饭。按照政策规定，他可以
享受一日两餐的待遇，到时间就有人给送
到家。午饭后休息一会儿，然后看电视，他
喜欢看新闻、体育、戏曲等节目。下午5时
左右，晚饭又送来了。每餐一荤两素，营养
全面。

杨宝森的卧室里，摆着几个牌子，有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服务卡”“武
清区住房安全有保障标识牌”“农村特困供
养人员连心卡”等。

黄花店镇民政工作人员杨志超介绍，
老人除了按政策享有经济方面的兜底外，
还有一个保障团队，确保老人的生活起居
都有人管。

特困供养助七旬老人照顾残疾妹妹
七旬的李女士（化名）有个患有精神

分裂症的妹妹，今年60岁，得病30多年。
父母去世后，这个患病的妹妹一直是由李
女士照顾。李女士年龄越来越大，照料妹
妹越来越力不从心，前几天带妹妹去医院
检查身体，正赶上妹妹犯病，姐俩儿在车
上就撕扯起来。
“我们姐儿四个，她最小，二十几岁的

时候，因为找工作不随心愿，开始自闭，后
来发展患了精神分裂症。”提起妹妹，李女
士一脸无奈。她说，因为生病，妹妹没谈
恋爱没有工作。为了给她治病，家里背上

了沉重的负担。近年来，社会救助政策越
来越健全，自2017年起，妹妹开始享受特
困人员供养政策。李女士想尽可能多陪
陪妹妹，于是选择了分散供养。她把妹妹
安顿在一家民营医院，自己每周去看望，
给妹妹送去她喜欢吃的食品。
李女士特别心疼这个自小争强好胜

又命运多舛的妹妹，但是现在，自己力不从
心，妹妹住的医院在西青区，她住在东丽
区，每次探视都要换乘3趟公交车，累得几
天才能缓过劲来。周而复始的往返，自己
也觉得快顶不住了。李女士决定，为妹妹
办理集中供养。放手妹妹的监护权，给妹
妹一个稳妥的安排，也给自己减轻一点儿

负担。
和分散供养一样，集中供养也是近

年来出台的新政策，只是供养的方式
有所不同。前者被供养人自行（或其
监护人代为）选择适合的生活场所，在
照料人的关照和政府部门的保障下生
活，供养费和照料费由政府发放，一旦
生病，治疗费用由政府负担。后者监
护权转移给政府，被供养人集中到政
府指定机构生活，生病就医也由政府
统一结算，不再产生供养费和照料费
发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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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社会救助体

系有一个名词——“三无”

群体。哪“三无”？即没有

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

没有赡养、抚养、扶养义务

人或者义务人也非常困难、

没有能力履行义务的人。

他们是社会最脆弱最困难

的一个群体，没有各级政

府、各级民政部门的帮助，

他们几乎无法生存。现在，

我市“三无”人员全部由政

府出资“供养”起来，生活就

医再无后顾之忧。

身逢盛世，个体命运的

缺憾，在惠民政策帮扶下，得

到了填补。近期记者通过采

访发现，天津的“三无”群体，

活得很踏实。

明亮的房间，整洁的被褥，干净的餐
桌，可口的饭菜。特困人员刘志恩愉快地
吃完晚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其时，他
表情平和，嘴角上扬。
“我从20年前就住进养老院了，那时

父母都去世了，住养老院省心。”刘志恩
自幼因病下肢一级残疾，行动不便，未
婚，无儿无女，是镇村两级重点关注的特
困人员。

2013年，其所在的西青区张家窝镇小
甸子村委会通过区民政局和镇政府的宣
传，了解到相关政策，帮刘志恩申请“五
保”供养保障，每年享受救助待遇11903
元。当时刘志恩在张家窝镇养老院集中

供养，享有一日三餐和照料陪伴。有个头
疼脑热，村委会就派人买药送去，还会定
期探访，了解其生活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市更加重视对
特困人员的救助保障。刘志恩和其他农
村五保户一样，直接转为特困供养人员，
接受集中供养。救助待遇不断提高，目前
供养金每月1870元，还设置了照料护理补
贴项目。经评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刘

志恩可享受每月800元的护理补贴。
与此同时，西青区发展养老事业，拟

在张家窝镇琴韵道建立一所现代化的大
型养老机构，招投标条件中最重要的一
条是无条件接收镇里的特困人员集中供
养，提供的服务与入住社会人员不能有
区别。

最终，上海人寿堂养老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投资的大型养老企业落地西青

区。刘志恩也于5个月前入住这家养老
机构。

一日三餐，营养全面，荤素搭配，饭菜
可口。养老院派人定时为他打扫房间、整
理被褥、换洗衣服、打水洗脚、洗澡理发、送
饭送水、定期测量血压和体检。

在这家养老院，刘志恩算是“年轻
人”。好多八九十岁，甚至百岁以上的老人
都住在这里，他们都很喜欢性情随和又善
于聊天的刘志恩，每每叫他一起谈天说地，
一说就是半天。养老院的休闲娱乐设施还
有很多，可以打牌、唱歌、看电影，工作人员
还会定期组织大家做手指操、做小手工等，
让人在愉快的消遣中，身心得到锻炼。

特困供养人员12000名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全护理

我市特困供养人员

按自理能力划分占比

77% 15% 8%

全自理者 半护理

记者获悉，目前覆盖全市的“金

民工程”社会救助系统正在积极调试

中，预计今年6月启用。这是国家民

政部一个包括社会救助在内的所有

民政服务体系的大数据系统，是互联

网+民政服务的有效样本。

目前，我市已接入该工程，并为这

一系统作用的有效发挥拟定一系列配

套制度。“金民工程”投入使用后，将大

大方便群众使用民政服务。届时，特

困群众无论在哪里租住，只要在天津

市辖区范围内，都可以实现特困供养

等系列民政救助申请，然后由当地街

道乡镇通过“金民工程”系统转到户籍

地实现后续管理，人们期待的“就近申

请、全城协办”即将变成现实。

金民工程

互联网+民政服务

预计今年6月启用

从“特困兜底”

到“幸福供养”

他们的晚年，兜得稳，兜得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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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院的“年轻人”集中供养不寂寞

为他们撑起“暖心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