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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松原市积极克服财政收支矛盾加剧

等困难，坚持听民声、解民生，抓住群众最关心、

最关注的问题，整合各方面优势资源，坚持实施

民生实事项目，制定加快民生建设工作措施，有

效保障了各项民生项目按计划、高标准推进，建

成了一批“打基础、利当前、管长远”的民生工程。

公路、铁路零换乘的现代火车站，家门口就

能坐上的飞机，连接江南、江北的三座大桥，现代

化的医院，一个个学校门口的过街天桥，一所所

设施完备的幼儿园……不论是市政公用建设、城

乡环境整治的大项目，还是文教体卫惠民、食品

安全放心、困难群体救助的小项目，只要听到百

姓呼声，一项项、一桩桩全部被列入民生项目清

单中，一个个建成投入的民生工程，温暖了万家、

传递了幸福。

兜牢民生底线，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今年，松原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民生工作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

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全力推进民

生建设，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日前，松原市2023

年民生行动计划出炉，共确定236个民生项目，

涵盖就业创业、教育事业、医疗卫生、养老服务、

保障救助、文体惠民、社会治理、乡村振兴、城建

设施等九个方面，总投资146.87亿元，2023年计

划投资86.42亿元。2023年，松原市将继续用行

动诠释民生的实际意义。

让群众感到贴心温暖

午饭时分，记者来到松原市金伦社区的社区

食堂，看到食堂菜品丰富到眼花缭乱，食堂内处

处散发着幸福烟火气。

“你看我们这好几个菜呢，自己一个人在家

怎么可能做这么多样，还是食堂好，不仅方便还

美味，我天天都来吃。”食堂内，正在吃饭的老人

们难掩脸上的笑容。

据了解，目前，松原市现有老年人口48.45

万人，占总人口数的21.5%。松原市相关部门通

过深入走访，得知社区老年人特别是独居、空巢

等老年群体存在“吃饭难”的问题，于是，市委、市

政府当机立断，按照政府主导、社会组织的原则，

以公益服务为定位，在全市陆续建设“公建民营”

“民营公助”两类社区食堂。

社区食堂建设，暖了老年人的胃。同样积极

推进的居家养老服务，则温暖了老人的心。

松原市在全省率先开展了政府购买居家养

老服务，采取逐级上报审核的方式，重点保障低

保、特困等困难家庭中的失能、空巢、独居老人，

开展助医、助洁、助浴和精神慰藉等内容丰富的

上门服务。几年来，累计投资近 800万元，为

7336名城乡困难老人开展服务，有效满足困难

家庭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此外，松原市在全省

率先开展农村养老大院试点，采取“老年协会+志

愿服务+银龄互助”的管理模式，为村里老人提供

“离家不离村”的养老服务。累计投资2150万

元，重点打造39个农村养老大院，呈现出“三型

融合”的特点，即：互助型，身体健康的老人在生

活上照顾年纪大、身体不好的老人，实现互助式

养老；福利型，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志愿者上门服

务的方式，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救助型，对低

保、特困等低收入老人，由村集体经济和社会力

量进行帮扶……

今年，松原市将继续推进社区食堂建设项

目，计划实现市辖区全覆盖，办好老百姓家门口

的餐厅。继续实施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项目，

今年计划为市辖区200名城镇低保、特困等困难

家庭中失能、半失能老人、独居、空巢老人提供助

医、助餐、助洁等居家养老服务，切实解决城市困

难老人的居家养老难题；政府购买农村托养照顾

服务项目计划购买28家农村托养照顾所服务，

为400余名农村困难留守、独居、失能老人提供

日托、全托服务，满足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需

求。同时，公办养老机构拿出10%床位，分期分

批收住有意愿的低保家庭中空巢、独居、失能、半

失能、重残老人，提供“零利润照护”服务，满足低

收入老年群体入住需求。另外，还将在全市范围

内建设9个综合嵌入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提供全托、日间照料、康复护理、居家上门等嵌入

式养老服务，补齐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短板等。

让百姓绽放幸福笑容

走进宁江区第一小学的教室，一股暖意扑面

而来。“自从安装了电暖气，我们的教室里就特别

暖和。”六年级（2）班学生张欣怡说。

按照省市统一部署，松

原市宁江区于2021年实施

建设了清洁取暖项目，项目

总面积58885平方米，总投

资1746.53万元。改造项目

均采用电散热器式取暖设备，惠及师生10000余

人。目前，试点的22所学校全部改造完毕，投入

使用。

松江小学、宁江一中、建设小学、油田十二

中、前郭县第三中学……松原市许多学校位于城

市主干路上，每到上下学期间，学生家长随意将

车辆停放在路边接送学生，既造成交通拥堵又存

在极大的安全隐患，还有损城市形象。因此，松

原市多年前就将在学校门口修建过街天桥纳入

了民生项目，目前，多座过街天桥已经修建完成，

给学校以及家长带来了福音。

“我上下学，需要过马路，以前家长担心车

多，不敢让我自己走，有了天桥以后，我现在都是

自己走，没啥好担心的，过了桥走几步就到家

啦。”吉林油田第十二中学学生贾静宇说。

“以前放学时间根本就不敢往学校附近走，

车也多，人也多，进去就出不来，现在有了过街天

桥，车流顺畅多啦。”松原市出租车师傅贾震说。

走进宁江区民主街道龙源社区，整个社区清

雅整洁，如今告别了脏乱臭的社区广场，宛如镶嵌

在宁江大地上一幅幅装饰画，流光溢彩，活力四射。

以前的龙源社区远不是今天的模样，尤其楼

前广场地带垃圾

成堆，附近居民

常年不敢开窗，

行人绕路行。“多

亏了政府的改

造，让我们社区

现在变得这么宜

居，真是感谢。”

龙源社区居民张

燕说。

松原市经济

开发区兴原乡

卡伦村村民刘

庆学肺结核引

起并发症，只能卧床休养。眼看着家里的负担

全部压在妻子身上，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松原

市相关部门了解到刘庆学的情况，为他完善了

健康档案、服务方案，增发了低保金，除日常检

查与用药指导，还对刘庆学开展了一系列心理

疏导服务。“幸好有政府”，刘庆学总把这句话挂

在嘴边。

“政之所兴，在于民心”。松原市致力解决百

姓身边一件件关切的小事、难事、急事、实事，使

群众的脸上绽放出了幸福的笑容。

让更多项目惠及民生

“民生连着民心，要坚持人民至上，切实把群

众呼声高、需求大、关注多的项目放在心上、抓在

手上、落在行动上，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各项民生

实事，让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

续。”这是松原市各级领导干部一直坚持的民生

工作原则，他们坚定的态度和务实的工作作风，

为民生工作的科学谋划和顺利执行提供了坚实

保障。

3月8日，在长岭县重点民生项目中润十里

芳华项目建设现场，小区配套设施和绿化工作已

经全面开展，挖掘机、铲车都在紧张有序作业。

小区共建设8栋住宅楼，已经封顶的5栋楼错落

有致排列，其余3栋一层建设已经完成。

中润十里芳华项目回迁户有34户，为了充

分保证回迁户妥当安置，项目方为回迁户准备了

53套预选房。小区配套设施相对完善，打造了

酒店式入户门厅，并聘请专业公司设计景观廊

架，栽植大量绿植，还为业主建设室外会客厅、儿

童乐园、老年活动中心，带给百姓看得见、摸得着

的实惠。

虽然刚进3月，但松原市各地的民生项目建

设现场已是一派繁忙景象。为了让这些民生项

目能够落地开花，为百姓造福，松原市政府将实

行专班推进，组织各县（市、区）开展“比民生实

事·赛美好生活”活动。在落实月调度月报告制

度的基础上，加强实地督导和评比通报；同时结

合民生项目建设规律，分季度实施“前期加速”

“开工督导”“攻坚推进”“评估达效”等专项行动，

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确保民生

项目能够按时开工、有序推进、完成年度计划任

务，着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进一步增强松

原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从2012年起，松原市已连续十二年实施“民

生行动计划”，每年根据群众诉求和社会各界的

意见建议，确定一批重点民生项目列入民生行动

计划进行集中推进，有效的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在今年的民生项目谋划过程中，松原市分别

组织市城区群众、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进行了民

生工作调查，共发放《民生工作问卷调查表》8700

余份，市城区79个社区全部覆盖，调查人数占城

区人口的1.37%。市民生办对调查问卷进行了

汇总和梳理，将汇总后的“百姓最满意的民生实

事项目”“2023年最需要、最期盼实施的民生实

事项目”和“其他民生工作意见建议”，反馈给各

地、各部门，要求各地、各部门根据群众诉求研究

确定民生项目。

通过问需于民、征求民意，结合松原市实际，

将一批百姓关注的急难愁盼纳入到了民生计

划。为解决停车难的问题，交警部门将提供夜间

停车泊位5000个；为方便残疾人家庭生活，市残

联将开展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全年计划改造

880户；为丰富群众的文化体育生活，市文旅局

将实施15分钟健身圈项目，同时开展“幸福生

活·悦享松原”系列市民文化活动、全民健身活

动，包括举办全市运动会；为促进教师队伍整体

素质能力的提升，市教育局将连续三年实施良师

工程项目，今年计划培养100名松原名师、构建

1000人研修团队，为提高全市教育质量提供可

持续发展的条件……

一点一滴汇成河，松原市用实际行动把群众

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努力变成高兴事、舒

心事、幸福事，让松原这座城市的幸福的底色更

绚丽多彩。

兜牢民生底线兜牢民生底线 解决急难愁盼解决急难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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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善 城 市
路网，解决群众出
行问题。

➝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
城市建设，打造沿江低洼平
原地区统筹推进防洪与内涝
治理示范、北方寒冷地区海
绵城市建设技术示范、发展
不充分地区经济高效建设海
绵城市示范。这里是一江两
岸慢行步道项目。

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改善城市人居环境。这是五洋明珠棚户区改造项目。

对城区多个公园进行改造，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居民舒服
度、幸福感。这里是幸福公园。

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图为宁江区
文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辖区居民开展免费健
康体检服务。

深入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这是新建
的宁江区第四幼儿园里孩子们在开心学习玩耍。

聚焦道路绿化、公园广场、夜景亮化3个方面，提升城市品质，打造“一江两岸靓丽风景线”。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王学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