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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我们获得感满满·兜底R

脱贫户吴丹——

获救助基金解燃眉之急
建扶贫车间成致富能人

“好不容易摘了贫困帽，老人一生病，差点

又返贫了。”在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的扶贫车间

里，吴丹回忆起今年年初的情景，仍心有余悸。

几年前，在精准扶贫政策的帮助下，作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她，在政府组织下去深圳务

工，每月收入稳定，2020 年顺利脱贫摘了帽。

可今年年初，父亲突发脑溢血，导致瘫痪。突

如其来的变故，让沉重的经济负担又压在了她

的肩上，返贫似乎就在眼前。

就在这时，当地党委政府和驻村第一书记

陈晓艳主动上门，提供帮助。原来，像吴丹这

样的脱贫户，一直在驻村工作队的动态监测范

围内，一旦出现返贫风险，驻村工作队立刻启

动相应程序，上门帮扶。

很快，吴丹申请的专项救助基金两万元就

到账了，解决了看病买药的燃眉之急。“感谢党

和政府帮我渡过了难关！但想要以后的日子

越过越好，我还要自己努力。”吴丹说。老人病

情稳定没多久，她就主动找到村干部说了自己

的想法。在村里的帮助下，她利用农村闲置用

房，相继建立了两个扶贫车间，主要加工电子

元件连接器。两个车间在生产旺季每天用工

100 余人，大半年下来带动当地 200 多名妇女

人均增收 1.5 万元左右，吴丹也成为当地小有

名气的致富能人。

据介绍，从去年以来，乐山市在持续实施医

疗救助、意外保险等民生举措的同时，探索创新

社会保障兜底机制，成立防止致贫返贫救助专

项基金，统筹 11 个县（市、区）救助资金 3000 余

万元，针对因病、因灾等易返贫致贫情形，出台

《防止致贫返贫基金使用管理办法》，落实绿色

救助、急难救助、补充救助等兜底措施，累计发

放资金 2700余万元，解决 9000余名脱贫群众特

殊困难，精准有效防止了返贫致贫现象发生。

在落实易返贫致贫户各项民生政策的同

时，乐山创新实施“农村家庭能人”培养计划，组

织有劳动能力的村民参加培训，帮助村民掌握

就业技能，获取劳动报酬，激发了群众的内生动

力，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打

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残障人士顾尚鹏——

残联帮建按摩所
政策优惠收入多

在 云 南 省 曲 靖 市 沾 益 区 的 一 家 盲 人 按

摩所里，盲人顾尚鹏熟练地操作着键盘和电

脑 上 的 读 屏 软 件 。 目 前 ，小 店 顾 客 不 少 ，生

意红红火火。

顾尚鹏是视力残疾一级人员，此前自己创

业开办了一家小按摩店。2019 年，经当地残

联工作人员的动员，顾尚鹏决定尝试升级服

务、升级店面，可是这样就得增加资金投入，学

习技能，还要跑一些手续，这让顾尚鹏有些踌

躇。“您只管经营，店铺和装修都不用您操心。”

残联工作人员的话让他吃了定心丸。“多亏了

残联帮我申请各类政策补贴，店铺租赁、设备

购买都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帮我联系的，我基本

上没怎么操心。”顾尚鹏介绍，去年自己申请了

1 万元的创业补贴，因疫情歇业还领到了政府

2000 元的补助。如今，按照政策规定，顾尚鹏

的按摩所每年有 2000 元的盲人按摩店规范化

建设补助。

“之前是担心，现在是有信心。”顾尚鹏认

为提高服务水平是盲人按摩的发展方向，“普

通按摩是放松，升级后的按摩更是对颈椎腰背

等部位的保健。我们所的按摩师都在学习相

关技能，不断提升按摩的规范化水平。”

沾益区残联每年都会开设盲人按摩提高

班，顾尚鹏按摩所里的按摩师傅大多来自那

里。“我想帮助和我一样的人，为他们提供就业

机会。”顾尚鹏说。

“每个月还能获得生活补贴 70 元、护理补

贴 80 元，钱虽然不多，但让我的心里很暖和。”

去年，顾尚鹏有了自己的孩子，工作起来也更

有动力了。“我开的按摩所一个月有 2 万多元

的收入，除去给按摩师的工资，每个月到手有

四五千元的收入，靠着它，我能靠自己的双手

养活一家老小。”

低保户陈薇——

享免费培训获就业补助
学会新技能家门口上班
淡蓝的火苗扑扑冒腾，渐热的油滋滋作

响。肉片下锅，油烟窜起，陈薇打开油烟机，翻

炒一阵，细薄的肉片卷起，香味四溢，“一荤一

素，再搭个酸菜汤，够两个人吃了！”贵州省毕

节市纳雍县的低保户陈薇说。

大约 5 年前，因为丈夫突发脑梗，家庭失

去了收入来源，陈薇一家成了低保户。 2019
年，陈薇一家搬迁到县城利园街道蟠龙社区。

住进新家时，家里一件新家当都没置办，“谁都

想换新的家具，但当时还欠亲戚朋友 2 万元

钱，手里实在拿不出钱来。”

一家人刚安顿好，社区干部便上门走访。

为了帮助陈薇就业，他们为她介绍社区厨师、

家政、缝纫等若干种职业培训，动员她前去试

试。“反正就在家门口，有急事也顾得上。”陈薇

报了名，同几十个邻居一起学习缝纫。一个月

后，她一次性领到 1500 元的就业补助，同时被

安排到社区扶贫车间上班。

看到一系列的暖心政策，陈薇打定主意，

无论如何也要干下去。因为本来就会针线活，

加上之前的专业培训，陈薇上手很快。挖口

袋，缝衣领，上拉链……短短几个月，她便掌握

了服装制作的相关工序。“工序虽多但是不难，

就 是 个 精 细 活 儿 ，只 要 用 心 干 ，基 本 不 会 返

工。”陈薇说。

上班第一个月，收入 3000 元钱，陈薇感到

很满意，“靠自己的双手挣钱，觉得日子更有奔

头了。”

今年以来，纳雍县人社局通过提供就业指

导、组织就业培训等方式，切实提高低收入群

体收入。“依靠广大基层干部，摸清群众的就业

诉求，精准制订就业培训计划。”县人社局就业

服务中心主任卢云清表示，为保证培训质量，

纳雍县在全省遴选 14 家专业培训机构，同时

主动对接县内各产业园区、合作社、扶贫车间

等，力争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卢云清介绍，从 2019 年起，纳雍县实施技

能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帮助特殊群体就业。“为

调动群众积极性，每人每年可参加 3 次免费培

训，培训期间，每天有 40 元补助，低保户还能

一次性领取 1500 元就业补贴。”截至目前，全

县已完成培训 31773 人次，边缘户劳动力就业

率达 97.52%。

前段时间，陈薇陆续给家里添置了冰箱和

油烟机。“收入提高了，生活质量也得跟得上！”

陈薇说。

各地持续强化对困难群众的帮扶

民生兜底更有力
本报记者 宋豪新 杨文明 苏 滨

核心阅读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要求，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
民生底线。

对脱贫户进行动态监测，发
现返贫风险及时主动帮扶；支持
残障人士创业增收，提供从政策
补贴到手续办理等各个方面的
帮助；为低保户提供就业指导和
免费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实现家
门口就业、改善生活条件……各
地努力兜住兜牢民生底线，多举
措帮扶困难群众，提高低收入群
体增收能力，让保障既有力度，
又有温度。

脱贫之后，防贫监测和帮扶机制持续发挥

作用，脱贫攻坚成果更稳固；孤儿保障标准不

断提高，残疾人有了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幸

福小康生活各类特殊困难群众“一个都不能

少”；低保户基本生活有保障，就业帮扶下能发

展，兜底保障有力度，又有温度……今年以来，

各地区各部门分类施策、精准帮扶，加快健全

低保对象、易返贫致贫人口等农村低收入人口

常态化帮扶机制，一张密实的保障网托起了百

姓稳稳的幸福。

防贫工作持续跟上。今年是“十四五”开

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聚焦重点区域，紧盯重

点人口，强化政策扶持，落实工作责任，不断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接 续 推 进 乡 村 振

兴。重点强化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

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的动态监测帮扶，早发

现、早干预、早帮扶，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

帮扶机制。

增加收入是关键点。对有劳动能力的低

收入群体，坚持开发式帮扶，提高内生发展能

力，抓住产业、就业两个关键，做精做强特色

优势主导产业，做好劳务输出和就地就近就

业，促进农民持续

增收。今年以来，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迈

大步，就业优先政

策持续发力，城乡

两头，群众“饭碗”

含金量都越来越高，劳动者人生出彩的机会

越来越多。三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规

模达到 18303 万人，基本恢复到 2019 年同期

水平。

社会保障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应

保尽保，兜住最困难群体，保住最基本生活。

弱有所扶、困有所助、难有所帮，特殊困难群体

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民生温度传送到千家

万户……各地着力补齐民生短板，破解民生难

题，建设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让

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满。

托起稳稳的幸福
常 钦

各地着力应保尽保，兜住
最困难群体，保住最基本生
活。弱有所扶、困有所助、难
有所帮，建设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社会保障体系，托起百姓稳
稳的幸福

■民生观R

“本以为劳力物力打了水漂，

没想到水稻完全成本保险竟把我

的劳力和本钱全部赔付了！”湖南

省耒阳市的水稻种植大户廖小峰

激动地说。

8 月 30 日，中国人寿保险（集

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

顺利完成针对廖小峰的水稻生产

完全成本理赔手续。因早稻遭受虫

害减产绝收而愁眉不展的廖小峰，

收到 18810 元理赔款后终于露出

了笑颜：“这样的保险是实实在在

地帮种粮人免除了后顾之忧啊！”

以 护 农 、助 农 、兴 农 为 出 发

点，中国人寿正在乡村振兴、民生

保 障 和 公 益 慈 善 等 领 域 不 断 发

力。“中国人寿要充分发挥金融保

险功能作用，织就保险保障网，在

促进共同富裕中展现更大作为。”

中国人寿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滨说。

自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以来，

中国人寿将农产品产量、价格及

收入，畜禽救治费用等纳入保险

责任，充分保障农户生产经营风

险，助力乡村区域经济发展。同

时，不断探索创新服务能力，借助

期货市场分散农产品价格与农户

经济收入风险，提升业务保障水

平。截至目前，中国人寿已累计

为 1.09 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

超 3 万亿元。

在山东，联合中信建投期货，

签发全国首单花生价格“保险 +
期货”保单，锁定种植收益；在福

建，量身打造果树种植低温指数

保险，简化灾后查勘定损及理赔

流程；在山西、河南，开展“政府+
银 行 +保 险 +担 保 ”协 同 服 务 模

式，提供综合农险服务、信用增值、信贷融资等服务……

夯实农险发展基础、改进农村社会治理、保障农民收

益权益、缩小城乡差距，在护农、助农、兴农的征途上，中

国人寿“拿出新举措、做出新实事、取得新成效”。

截至目前，中国人寿大病保险业务覆盖全国近 4 亿

城乡居民，社保补充医疗保险业务覆盖 5500 万人；最早

参与政府医疗保障业务经办，在办 338 个健康保障委托

管理项目，覆盖近 1.4 亿人，通过积极对接各地医疗保障

需求，助力“健康中国”战略落地；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受

托投管规模合计约 1 万亿元，各类年金保险积累准备金

约 1.3 万亿元，发起设立规模达 500 亿元大健康基金和

200 亿元大养老基金等，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健康养老金融保险需求。

这些数字充分印证了保险在健康医疗、养老保障等

领域的天然优势。

对于老年银发群体，中国人寿通过打造集“养、护、防、

疗、康”五位一体的医养结合综合体社区和一站式高品质

持续照料养老养生社区，满足自理老年长者、需要各级专

业护理的老年长者以及认知症长者的养老居住需求。

对于长期失能人员，中国人寿推出的长期护理保险，

为其基本生活和医疗护理等提供服务和资金保障。2019
年，重庆市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中国人寿承保了

当地 20 万城镇职工长期护理保险。目前，中国人寿长期

护理保险承保人数在全国范围内已超 1550 万人。

在灾害面前，中国人寿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受灾群众

的家园和生活。据悉，除了提供救援服务和风险保障外，

中国人寿还通过慈善基金会向河南省捐赠 3000 万元，支

援河南抗击特大洪涝灾害，用于受灾地区抢险救灾和灾

后重建。

中国人寿始终坚守在公益事业的第一线，并将公益

融入企业文化中。发起成立了中国人寿慈善基金会，并

在全系统成立了中国人寿志愿者协会。基金会自 2007
年成立以来，先后开展了健康新村工程、助学支教、助养

重大灾害致孤儿童、春蕾计划、慈善中国行等一大批注重

长远社会效益的公益项目。中国人寿每年都按企业利润

的一定比例注入基金会，为公益事业提供稳定充足的资

金来源，并接受社会的监督。

投身公益慈善的同时，中国人寿不忘以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的天职，发挥综合金融优势，助推重大战略落地，

通过损失补偿和投资赋能，为实体经济“输血”，用更大的

公益之心增强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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