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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李智勇 徐 阳 周春媚

近年来，江西省不断探索健全城镇

困难群众帮扶机制，努力让每一名城镇

困难群众的生活不仅要过得去，更要过

得好，有效解决全省 88.61 万名城镇困难

群众“两不愁、三保障”等问题。

如何发现——

及时走访主动发现
大数据织密保障网

2021 年底，萍乡市莲花县琴亭镇永

安社区居民刘阿兰不幸患上子宫癌，一

年医疗费 20 余万元。儿子上中专，丈夫

在县水泥厂打工，月收入 3000 元，支撑

不了日常支出。正当全家无助之时，当

地政府送来特别救助金，还帮她家提高

了低保保障标准、增加了保障人数，解了

刘阿兰的燃眉之急。

原来，刘阿兰自付高额医疗费用后，

社区工作人员在县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信息平台收到预警，随即入户摸排，发现

刘阿兰家只有她一人享受低保，其丈夫

收入无法支持全家开销。了解到这些情

况后，社区立即启动城镇困难居民生活

救助措施，将其丈夫、儿子纳入低保救助

范围，并帮她申请了特别救助。

怎样让每个“刘阿兰”都感受到政府

的温暖？

“铁脚板”搭建党员干部与困难群众

之间的桥梁。南昌、新余、上饶、景德镇

等市将走访、发现困难群众列入社区党

组织重要工作内容，建立党员干部到社

区、到困难群众家中报到制度。赣州、宜

春、鹰潭等市在城镇社区以居民小区为

基本单元设立网格，在聘请网格员的同

时，组织基层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党员

全部“入网”，依托挂点干部、基层民政干

部、网格员等常态化开展走访摸排，做到

早发现、早介入、早救助。全省年均走访

摸排困难群众 50 万余人次。

“大数据”织密保障困难群众之网。

江西省民政厅以现有社会救助平台为基

础，拓展搭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

平台，将 57 万城镇特困人员、低保对象、

低保边缘家庭、支出型困难家庭等低收

入人口纳入动态监测范围。围绕因病、

因残、主要劳动力死亡等 10 项因素打造

监测预警触发场景，定期与医保、残联等

部门开展数据比对，对高返贫复困风险

人群预警，推送线下摸排核实，及时将符

合条件的对象纳入救助范围。去年江西

新增城市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 15886 人，

累计对 680 名受疫情影响的失业人员发

放临时救助金 93.83 万元，对 3281 名符合

条件的未参加失业保险且无生活来源的

失业人员发放临时救助金 487.98万元。

如何帮扶——

分类施策精准救助
加强培训帮助就业

“政府安排我在渼陂古村上班，每月

收入 3000 元，离家近能照顾家，丈夫看

病免费，儿子上学有补助，日子越来越有

盼头了！”吉安市青原区文陂镇文昌社区

居民刘安娟说。

刘安娟的丈夫患尿毒症需要长期透

析，孩子上学，家里 6 人只有刘安娟一个

劳动力，生活举步维艰。了解情况后，青

原区及时将刘安娟家中符合条件的 5 人

纳入低保，为她丈夫申请了免费大病救

助。如今，刘安娟在政府帮扶下从事保

洁员工作，一天收入 100 元左右，大儿子

毕业后在外务工，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为动态把握困难群众生活情况，江

西省民政厅健全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

机制，与公安厅等 10 个省直部门、省电

力公司等 145 家法人机构实现 37 个大类

729 小项信息联网查询，取消可以通过

核对查询的证明材料。困难群众申请社

会救助，只需提供居民身份证、经济状况

信息核对授权书，申请材料从“一沓纸”

简化为“一张纸”。同时，依托“赣服通”

省政务服务平台，联通公安部门人口信

息库，实现扫码登录、“扫脸”授权、掌上

申请、全线跟踪，确保困难群众足不出户

即可申办救助。自 2021 年功能上线以

来，累计为 7.23 万人次、223.14 万人次提

供掌上申请、人脸授权服务。

针对群众的不同困难程度，江西将

城镇困难群众分为特困、最低生活保障、

低保边缘和支出型困难 4 类家庭，分类施

策、精准帮扶，并将其全部纳入“三道医

疗保障线”救助范围。对丧失劳动能力、

无生活来源的困难群众，政府兜底；对有

劳动能力但就业困难的困难群众，加强

技能培训，提供就业机会；对因突发原因

造成生活一时困难的，落实临时救助“先

行救助”政策，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如何持久——

探索长效救助机制
形成完善政策体系

“我今年 52 岁，也没一技之长，平时

靠打零工维生。感谢社区干部给我免费

技能培训的机会，帮我找到工作。现在

我在一家服装店上班，等我再学习一段

时间，准备自己开店。”南昌市西湖区南

站街道铁路二村社区居民万建英说。

南昌市红谷滩、新建等区实现“零就

业”家庭动态清零，城镇就业困难群体得

到及时就业援助。为更好支持自主创

业，南昌县、安义县组织专家，为创业者

传授经营管理、税务知识，提供再就业政

策等信息，邀请创业成功人士与学员面

对面，交流经验和教训。东湖、进贤等县

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在落实创业贷款

政策过程中提供快速精准服务，居民在

社区窗口即可办理创业贷款。

探索长效机制，把城镇困难群众解

困脱困纳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脱贫攻

坚大局，纳入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统筹

谋划、整体推进。省市县三级都成立党

政主要领导为双组长的领导小组，各级

领导小组及时协调解决相关重大问题，

推动城镇困难群众解困脱困工作。

织牢社会保障救助网。江西出台

《加 大 城 镇 贫 困 群 众 脱 贫 解 困 力 度 意

见》，形成城镇困难群众解困脱困政策体

系。对城镇 4 类困难群众精准救助、综

合救助，对低保、特困对象在落实基本生

活救助的基础上专项救助，对不符合低

保或特困供养条件的低保边缘、支出型

困难家庭，根据实际给予相应的专项救

助或实施其他必要救助措施；将城镇困

难家庭上学子女纳入国家“奖助贷勤减

免”学生资助体系，42.83 万人次城镇困

难家庭学生得到资助。

积极推进“造血式”扶贫，先后帮助

7.38 万有劳动能力的城镇困难群众顺利

就业。同时，积极打造分层分类救助体

系，以基本生活保障为核心，推动就业创

业、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保障等。

信丰、石城、兴国等县免费提供技能培

训，开展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工作，将脱

贫户融入县域经济特别是产业发展链条

中，实现稳定脱贫、持续增收、长期受益，

三县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共 1 万多名，带

领 3 万余户脱贫群众实现增收。截至目

前，全省 88.61 万城镇困难群众中 57.85
万人成功脱困，30.76 万人通过纳入兜底

保障如期脱贫，城镇贫困群众占城镇常

住人口比重由 3.4%下降至 1.18%。

江西不断探索城镇困难群众帮扶机制

及时送救助 织牢保障网
本报记者 郑少忠

核心阅读

近年来，江西省不断
探索健全城镇困难群众
帮扶机制：走访摸排，搭
建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分
类施策，精准帮扶不同困
难程度群众；长效救助，帮
助有劳动能力困难群众顺
利就业……在一系列帮扶
措施的支持下，江西有效
解决了全省 88.61万名城
镇困难群众“两不愁、三保
障”等问题。

■有温度的举措 暖民心的行动R

本报北京 1 月 15 日电 （记者杨

昊）记者从共青团中央获悉：自 2021
年底启动实施“共青团促进大学生就

业行动”以来，全团统筹实施一般院校

低收入家庭学生就业帮扶计划、大学

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大学生乡村创

业帮扶计划、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

和大学生社区实践计划 5 项计划，发

动全团力量帮助大学生就业，共帮助

11.79 万名 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为稳

就业、保就业工作大局作出贡献。

据了解，2022 年以来，全国共有

3.03 万名团干部与 2022 届困难学生

一对一结对帮扶，累计帮助 7.87 万名

一般院校低收入家庭学生找到工作。

在帮扶过程中注重发挥基层团组织作

用，全国 1.77 万个团支部通过召开支

部大会、主题团日活动等方式确定帮

扶对象。同时，充分发动各级青联委

员、青企协会员等提供就业岗位信息，

累计将 16.67 万家企业提供的 364.22
万个岗位信息直接送达学生。

2022 年，共青团中央紧紧围绕乡

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大学生志愿服

务西部计划各项工作，报名人数超过

25 万，创历年新高。2022 年共新招募

3.67 万名 2022 届毕业生到中西部地

区基层参加志愿服务，其中全国项目

1.1 万名，地方项目 2.57 万名。

“2023 年 ，我 们 将 扎 实 开 展 好 新

一轮‘共青团促进大学生就业行动’，

用实绩实效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为党和国家就业工作大局作出贡

献。”共青团中央相关部门负责人说。

共青团2021年底实施促大学生就业行动以来——

11.79万名毕业生获助就业

1 月 13 日下午 3 点多，安徽芜湖繁

昌区繁阳镇阳冲村，记者跟随赵龙平走

进村民束维明家中时，她正坐在凳子上

等。眼瞅着医生上门，束维明眉头渐展。

“最近咳嗽头疼好点没？”作为繁阳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治医师，赵龙

平利落地拿出健康一体机，一边将血压

袖带系在老人手臂上，一边询问。“临近

春节，返乡的人多，要有亲友上门，记得

戴口罩、勤洗手，别往人多的地方凑。”

一旁，村医张平松悉心叮嘱。

这阵子，赵龙平经常来回巡诊。

这些村有基础病的 65 岁以上老人，但

凡有个头疼脑热，电话一拨，他和村医

都会上门。

近期，为加强对农村地区重点人

群的健康服务，繁昌区整合区、镇、村

三级医疗资源，组建医疗巡诊队伍。

重点对养老机构、村居、卫生室摸排的

重点人员进行巡诊，提供健康检查，指

导科学用药。同时，及时开展血氧饱

和度监测，确保重症患者早发现、早转

运。目前，全区共组建 8 支镇级巡诊

医疗队，累计开展巡诊 7877 人次。

针对 12 家养老机构，繁昌区还建

立了工作专班，配足工作人员，配齐应

急保障物资和常用急需药品，加强后勤

和健康服务保障。由镇级医疗机构包

保属地养老机构医疗救治工作，成立

区级疫情防控指导组和医疗救治专家

组，全天候指导养老机构疫情防控工

作。对入住的 548 名老人，每日开展健

康监测和医疗巡诊，及时掌握基础疾

病、慢性病控制情况；对基础疾病发作

或慢性疾病控制不稳定且症状较重的

老人，及时协助转诊到医疗机构救治。

“农村地区重点人群不仅要包保，

还得定期开展健康随访。”繁昌区卫健

委党委委员孙春景介绍，根据前期摸

排情况，区、镇、村居、网格负责人和村

民 组 长 五 级 共 明 确 668 个 包 保 责 任

人。同时，组建 83 个家庭医师签约服

务团队分赴各村（社区）、卫生室，现已

开展随访和健康监测 58274 人次。

安徽芜湖繁昌区

巡诊医生进村 健康服务上门
本报记者 游 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