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充分调动资源
及时开展帮扶

乔大坤家住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柳林镇

唐家梁村，是该村的防止返贫监测户。当他

从驻村第一书记向凡手中接过春耕所需的农

资时，既欣喜又感动，忍不住连连道谢：“谢谢

你们，这些种子、化肥真的太及时了！”

谁能想到，就在上个月，乔大坤还很着

急：年初一场霜冻导致两亩农作物受了灾，用

于春耕的种子、化肥也迟迟没有着落。

正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巴中市委组织部

开展基层党建“大排查、大整改、大规范”行

动，工作组的同志深入该村细致摸排，很快便

发现了乔大坤一家的难处。

群众有难处，组织有温度。巴中市委组

织部将相关问题及时反馈，与当地干部共同

把脉问诊，决定迅速帮乔大坤一家解决春耕

物资问题。隔天一大早，当地干部便带着组

织的温暖，把种子、化肥、薄膜等农资送到了

乔大坤家中。同时还邀请农技员驻村对乔大

坤进行一对一的春耕技术指导，解了乔大坤

的燃眉之急。

既要解燃眉之急，又要通过强化日常监

督，压实相关职能部门的帮扶职责，持续巩固

后续帮扶，确保受灾困难群众更有获得感。

恩阳区纪委监委举一反三，把职能部门对因

病、因灾、因残致困群体的帮扶落实情况纳入

日常监督检查中，既整理出相关群体的具体

困难和问题，又实地督促相关职能部门把帮

扶责任落实到位。

随着纪委日常监督的深入，一系列针对

乔大坤一家的关怀政策逐步落实：除了原有

的低保救助、困境儿童帮扶、就近打工收入

外，多个职能部门联动发力，充分利用政策、

调动资源，帮助寻求其他支持。一方面，协调

对接民政、妇联、残联等职能部门，争取到了

相应的临时补助资金近 5000 元；另一方面，

当地政府把乔大坤一家纳入帮扶重点对象，

逢年过节，当地干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乔大

坤家，送去米面油，帮忙打扫卫生……

“虽然受了灾，但今年春耕没落下，下个

季度务工收入、种植养殖收入估计好几千元，

日子又有奔头了，我们很有信心！”面对督察

组回访的同志，乔大坤一边掰着手指头计算

着收入、规划未来的生活，一边笑呵呵地说：

“有组织和政府的温暖关怀，天灾不可怕，我

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组织技能培训
助力精准就业

“这一天我盼了很久了！”得知有政策精

准帮助自己再就业，王涛听得心潮澎湃。王

涛今年 33 岁，身体残疾（一级），失业在家 5 年

多了，生活一度陷入困境。

一次“政策找人”，给了王涛新的希望。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社局职业培训科科长

徐娜说：“区人社局近年来实施‘政策找人’活

动，旨在提高各类帮扶政策的精准性，镇江路

街道通过系统比对、筛查，到社区实地了解，

王涛被纳入政策扶持范畴。”

讲政策，树信心，市北区人社局工作人员

细致介绍了区里关于技能培训和自主创业的

相关政策，并根据王涛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再

就业多种方案。这让他激动不已。

2018 年和 2020 年，王涛参加了市北区培

训科组织的“社区培训班”，先后通过了中式

面点（初级）、中式面点（中级）两个技能等级

考试和实际操作鉴定，并取得了技能证书。

在街道工作人员的鼓励下，王涛在辖区

一家酒店从事面点制作工作，运用所学技能

制作出美味的花样馒头、银丝卷、水晶饺子等

面点，实现了灵活就业，获得了持续稳定的

收入。

谈到未来规划，王涛信心满满：“等熟练

掌握了面点的制作，积累丰富的工作经验后，

我要自己开店，自食其力，回馈社会对我的

帮助。”

市北区残联就业部负责人高红军说：“对

于有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的残疾人，要扶上

马送一程，提供多元渠道和多种优惠政策，帮

助他们增收致富，融入社会，实现人生价值。”

为了帮扶有就业需求但就业困难的残疾

人，市北区残联通过拓宽就业渠道，提高残疾

人生活水平，实施了“精准就业”行动：联合区

人社局组织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鼓励和

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优化营商环境，严格落

实残疾人就业状况认定；主动联系企业提供

适合残疾人的岗位，点对点、面对面招聘有就

业需求和就业能力的残疾人；通过落实残疾

人个体创业扶持和个体保险补贴政策，降低

残疾人创业压力，提高残疾人创业竞争力。

摸排多方联动
救助因人定策

傍晚时分，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淮河路

步行街上车水马龙。沿街一家烤肉店的后厨

里，洗碗工刘思来正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倒

净残余、入水浸泡，刷洗冲净、沥干消毒，不一

会儿工夫，一筐碗碟光洁如新。

见庐阳区街面延伸救助队队长王孝敏来

了，刘思来赶忙脱下手套，招呼她在外面坐。

“吃得饱，住得暖，越干越有劲，多亏了你们的

耐心劝导。”每次见面，刘思来总要连连道谢。

刘思来今年 58 岁，因与家人产生矛盾，

他 离 家 出 走 后 一 直 露 宿 街 头 ，以 捡 废 品 为

生。去年 8 月，王孝敏在一次巡查中留意到

他。“我们连续观察好几天，又向周边的环卫

工 人 和 安 保 人 员 打 听 ，确 定 了 他 是 流 浪 人

员。”王孝敏回忆，在那以后，她每天都会去看

看刘思来，送上生活物资，聊点家长里短。久

而久之，两人之间的信任就建立起来了。

“摸清信息，建好档案，我们开始劝他回

家。”王孝敏说。但刘思来不愿意回去，于是，

王孝敏和队员们转换思路，劝他找个工作。

“他不反对，但就是迟迟不见行动。眼见天气

越来越寒冷，大家只能干着急。”

一天下班路上，队员杨培娟碰巧看到一

则招工信息。她二话不说，领上刘思来就去

应聘。“我当时很感动，觉得他们是真心想帮

我，带着我往正道上走。”刘思来感动地说。

如今，刘思来找到这份洗碗的工作，不仅

管吃管住，还多了笔稳定收入。“除去生活费，

我每个月还能给家里的母亲寄上一两千块

钱。”谈起现在的生活，刘思来满脸笑意。

近年来，为提高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力度，

合肥市民政局收集整理市区街面易出现流浪

乞讨人员地点，组建 7支街面延伸救助小分队，

一天 4次巡查，发现一个，救助一个。

“目前，我们已在市、县、区、街道四级形

成纵向联动，并与城管、公安等多个部门横向

联动，在街面开展常态化摸排，建立流浪乞讨

人员信息台账，再根据他们的情况和个人意

愿，实施定制化帮扶。”合肥市民政局社会救

助处处长陈轶喆介绍，去年 3 月，他们在合肥

市街头共摸排出 103 名流浪乞讨人员，现已

成功劝导返乡 76 人，联系家属领回 6 人，联合

属地政府接回 6 人，安排医疗救治 12 人。

各地组织多部门协同发力，为困难群众提供保障——

救助更及时 帮扶可持续
本报记者 宋豪新 王 沛 李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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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后探落实·帮困难群众排忧解难④R

本报太原 3月 17日电 （记者付明丽）《山西省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于 3月 1日起施行。

《办法》共 25 条细则，明确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应当当

日受理。一般案件应当在 3 日内将事实核实清楚，并清偿到

位；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根据有关规定限期清偿到位。《办

法》规定，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主要负

责人是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第一责任人。设区的市

人民政府负责督办工作。用人单位、实际施工人应当承担拖

欠农民工工资的清偿责任。这是山西在根治欠薪制度设计

层面，首次把实际施工人即包工头列入欠薪清偿主体。

《办法》还就项目用工实名制、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工

资保证金、投诉举报等内容进行了具体规定。近年来，山西

重拳根治农民工欠薪，2021 年全省所有查实的欠薪问题全

部在虎年春节前清零。此次《办法》出台，山西将实践中形

成的一系列有效管用的措施上升为政府规章，进一步明晰

了职责划分。

山西施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办法

本报南京 3月 17日电 （记者白光迪）“全省新开工改

造城镇老旧小区 1405 个”是今年江苏省政府确定的民生实

事之一。记者从江苏省住建厅获悉：日前省政府分解下达

了具体目标任务，省住建厅向各地住建部门印发通知，要求

明确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建设地点、实施内容、完成时限、投

资规模、建设主体等，细化到每个季度，做到项目化落实、节

点化推进，力争提前完成改造目标。

据了解，今年江苏老旧小区改造有一些新特点。比如，

要求结合改造同步健全小区长效管理机制，推动党建引领红

色物业，实现改造后物业服务管理全覆盖。此外，江苏要求

结合城市更新行动，积极推进相邻小区及周边地区联动改

造，深入挖掘存量资源，加强服务设施、公共空间共建共享，

推动建设安全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的完整居住社区。

江苏推进老旧小区组团联动改造

核心阅读

为更好保障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各地组织多部门
协同发力：充分利用政策，
多方调动资源，及时帮助因
灾遇困群众渡过难关；组织
技能培训，发放各项补贴，
助力残疾人就业创业；常态
化摸排，定制化救助，保障
流浪乞讨人员的人身安全
和基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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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重庆 3月 17日电 （记者王欣悦）今年，重庆市科协

将联合多个市级部门，启动老年科技大学“智慧助老行动”。

同时，推动各区县创建老年科技大学，扩大老年人受教育面。

“智慧助老行动”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

展培训，重点围绕老年人数字素养、健康素养等内容设置课

程，实现对老年人“吃、住、行、购、娱、健、医”等科学技术知

识的数字化、互动化普及。其中，数字技能类课程主要开

设手机银行、预约挂号、网上购物等智能手机应用相关课

程，以及人工智能、智能汽车、智能家居等相关课程。同时，

开设预防电信诈骗等课程，提高网络安全防护意识和能力。

重庆启动智慧助老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