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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祖维晨）日前，记者

走进长春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正在床

上摆纸牌的赵爷爷看到记者进来，

露出灿烂的笑容：“我在福利院住

了多年了，感谢党和政府的好

政策，感谢福利院的员工们，

感谢所有爱心人士的关心与

关注。”赵爷爷一边说着，一边双手合拢，做出感谢的手

势。

赵爷爷名叫赵春才，特困人员，今年 95周岁。

虽已近百岁，但他身体健康、头脑清醒。“赵大爷最

爱摆纸牌，一玩儿就是好久。没事儿到院里散散

步，到凉亭坐一会儿，回屋还看新闻呢。”福利

院照护生活区主任孙惠斌告诉记者，赵爷爷

现享受每月 400 元的高龄补贴和 160 元的

城市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这两项补贴均为

老人自行掌握的零用钱。“隔三岔五吃

个烧鸡，再买点自己爱吃的，老人可开

心了！”

记者看到，福利院中有好多

长寿老人，他们虽无儿无女，但

在工作人员的精心护理下倍

感幸福。“我们每天为老人

洗 漱 、协 助 用 餐 、更 换 衣

服 ，陪 他 们 聊 天 、晒 太

阳。同时，根据老人健

康状况 ，为其进行康

复治疗。”福利院医

务 科 科 长 刘 丽 告

诉记者。

兜底线，绘

就温暖底色；

强救助，增添

幸 福 成

色。可以

说 ，福

利院里的老人们，见证了我省社会福利事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据悉，我省整合原农村“五保”和城市“三无”供养制度，建

立了城乡统筹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和供养服务契约管

理制度。

“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 ，由县级民政部门按照服务

优 化 原 则 ，通 过 签 订 供 养 服 务 协 议 方 式 ，统 筹 安 排 到

相应供养服务机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实行动

态调整机制 ，基本生活标准按照不低于当地城乡低

保标准的 1.3 倍 ；照料护理标准按照全护理、半护

理、全自理方式 ，分别按照不低于当地上年度最

低工资标准的 30% 、20% 和 10% 。”据省民政厅相

关 工 作 人 员 介 绍 ，我 省 还 积 极 协 调 医 保 部

门 ，全 额 资 助 特 困 人 员 参 加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的 个 人 缴 费 部 分 。 医 疗 费 用 按

照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

等医疗保障制度规定支付后仍有不足

的 ，由县级政府民政部门通过救助供

养经费予以支持。

目前 ，全省保障城乡特困供养

对象 8.6 万人、平均基本生活标准

分别达到月人均 846 元和 616 元，

均达到上年城乡低保保障标准

的 1.38 倍。

耄耋老人的“别样”幸福

本报讯（记者何泽溟）“社区法律援助联络点

帮我解决了多年来的邻里难题。”近日，家住长春

市光明社区的79岁居民马慧文激动地向记者讲

述了她的故事。

“这房子住了10多年了，街坊四邻基本都认

识，可遇到这件事，单凭我自己始终没法解决。”

原来，由于小区房屋老旧、年久失修，前几年，马

慧文居住的楼栋出现了大面积漏水问题，而住在

一楼的马慧文家时不时就成了“水帘洞”。

事情发生后，年事已高的马慧文将自己的子

女都叫来一起商讨解决办法。“我们找来专业的

维修人员做检测、换管道，把全楼的下水管换了

一遍才止住了漏水的情况。”马慧文说。

“全楼检测、维修再加上更换管道，一套花费

下来好几千元，都是我自己垫付的。这笔钱，不

应该是全楼大家分摊吗？”施工结束后，马慧文拿

着花费明细找到邻居们平摊费用，可大家大多不

愿掏这笔钱。

实在没有办法，马慧文来到社区寻求帮助。

光明社区法律援助联络点在听取情况并调查后，

决定帮助马慧文要回这笔钱。

“法律援助联络点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帮我

联系了承办律师，还教会我很多法律知识。”马慧

文表示，在工作人员与承办律师的努力下，邻居们

和自己达成和解协议，相关费用也一并收回。

今年以来，吉林省法律援助机构持续深化

“半小时服务圈”建设，全面开展法律援助便民服

务“百千工程”。长春市光明社区作为基层单位

成立了社区法律援助联络点，联络点设有专门的

法律援助顾问和联络电话，可供居民咨询并及时

提供法律援助方案。

据统计，今年1—7月，我省已建立法律援

助联络点 1210 个，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21665

件，其中涉及农民工 1688 件、下岗失业人员

168 件、妇女 1409 件、未成年人

1766件、老年人456件、残疾人

192件、军人军属及退役军人

13件，切实保护了特殊群体

合法权益。

接下来，我省将进

一步深化法律援助“半

小时服务圈”建设，加

强法律援助全过程

质量管理，提升法

律 援 助 服 务 水

平，让更多需要

获得法律援助

的群众就近

就 便 获 得

法律援助

服务。

“半小时服务圈”
法律援助就在身边

本报讯（记 者 万 双）前不

久，吉林市昌邑区文庙街道天胜

社区的宿国利找到了他心仪的工

作。他对记者说：“我对这份工作非

常满意，特别感谢社区就业服务站的

倾心帮扶。”

1987 年，宿国利退伍后到吉林市机

电总公司工作，2002 年，企业改制将他推

向了下岗困境。2004 年，肺结核病缠上了

他，原本健壮的身体变得清瘦多病，无法从

事重体力劳动，只能在天胜社区办理低保，以

维持最基本的生计。

今年 6月，天胜社区“家门口”就业创业服务

站犹如一道曙光，照亮了宿国利的未来。就业服务

专员们了解到他的实际困难，多次踏入他的家门，给

予他温暖的关怀和切实的就业援助。他们不辞辛劳，

积极联系招工单位，通过与企业岗位的精准对接，最终

为宿国利成功介绍了昌邑区退役军人专项岗位的工作。

这份工作对于宿国利而言，不仅仅是一份经济来源，

更是一份生活的希望和尊

严。如今，他在岗位上安

心工作，对这份来之不易

的工作非常满意。

宿国利的经历得益于

今年我省人社部门制定下

发的《关于建设“15分钟就

业服务圈”的通知》。通知

要求我省各地要做好基层

网点的就业服务工作，提

高服务频次和服务效率，

提供便捷高效的家门口就

业服务。

通知下发后，全省各

地结合实际，制定就业服

务圈工作制度，制作就业

服务圈标识，公布就业服

务圈公共就业服务事项清

单，并因地制宜制定了就

业服务圈考核标准。

目前，全省已经建设

“15分钟就业服务圈”1756

个，完成年计划的79.67%。

“15分钟就业服务圈”

将就业服务的实体化建设

在了居民的“家门口”。这

一创新举措，持续深化了

就业帮扶的常态化和便民

化，真正将关怀送到了困

难群众身边。

像 宿 国 利 这 样 的 案

例，生动地诠释着“帮扶一

人、温暖一户、带动一片”

的美好愿景。实实在在的

行动，不断提升辖区居民

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让居

民能够就近就地在“家门

口”实现就业，为更多像宿

国利这样的困难群众点亮

希望之光。

▲吉林市昌邑区文庙街
道天胜社区“家门口”就业创
业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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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祖维晨）“吐字清楚很重要，我们要在玩中学，在学中分享，在

分享中收获快乐。”日前，在吉林省社区老年大学举办的“新媒体时代——我来

当主播”免费公开课上，记者看到，老师从基础的播音发音入手，指导学员们进

行发声练习。原定20余人参加的公开课，吸引了近40人前来学习。

课堂现场配备了实时同步的直播设备与显示屏，老师以天气预报为例，模

拟了一次播报。“现在请大家试一下，体验主播的乐趣。”老师鼓励大家突破传统

播报限制，在天气预报中加入自身感受与性格特点。随即，就有学员自告奋勇

上台播报：“今日太阳很大，各位亲们出门记得戴上遮阳帽，防止被晒黑。”

随后，有学员在天气预报中加入诙谐幽默的东北话，“贼拉热”“嗷嗷

晒”等熟悉的方言让大家笑得合不拢嘴。老师也对这种富有创意的想象

和操作给予肯定。同

时，老师向学员们传授了

直播的视角、镜头、着装搭

配等小妙招。

“直播间的亮丽风景并不只

属于年轻人。”据该校校长于淼介

绍，接下来，直播老师将带领学员们

继续探索新媒体世界，在网络中展现

“银发”风采。同时，该校还将继续打通

老年教育“最后一公里”，让更多老年人在

学乐有为中增强获得感幸福

感，让“夕阳红”成为人生最美的

风景。

据悉，我省在全国率先提出

“文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充分挖

掘全省各类老年教育资源，加快构建

老年教育服务体系。我省还与广东、广

西、浙江等地签订了旅居养老协议，着力

构建老年人学习、娱乐、健康、旅游、公益等

服务平台，不断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

所安”是我省发展养老事业的初心和决心。接下

来，我省将坚持以幸福养老工程建设为牵引，加快

构建居家社区机构和互助养老相协调、医养康养文养

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让具有吉林特色的兜底性、普

惠型、多样化的养老服务格局更加清晰。

▲吉林省社区老年大学举办“新媒体时代——我来
当主播”免费公开课，让老年人在学乐有为中增强获得感
幸福感。

爱上直播的“银发族”

本报讯（记者张添怡）“这面锦旗，我本应在3年前就送

来的。你们不仅治好了我的病，还像亲人一样无微不至地照

顾我。”近日，双辽市双山镇石头村村民李德山，手捧一面锦

旗来到双山镇中心卫生院，要把它送给这里的医护人员。

看着这位“老朋友”口齿清晰，精神矍铄，医护人员的欣

慰之情溢于言表，思绪也回到了3年前的秋天。

2021年，我省积极开展全科医生转岗培训，一大批来自

各乡镇卫生院的青年骨干医生系统学习了急救技能、常见疾

病的诊断与治疗等知识，临床诊疗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一天清晨，双山镇中心卫生院急诊室接到一通紧急电

话：“快！有位疑似脑出血患者正在来的路上。”这位患者，正

是李德山。

李德山年逾古稀，是脱贫户，靠几亩地维持生计。面对

这场大病，村里人都以为老李过不去这个坎儿了。

让李德山和村民们没想到的是，在全科医生张俊维等医

护人员的及时抢救下，李德山成功度过这“一劫”。20天后，

他康复出院，基本未留后遗症。不仅如此，得益于医保报销

和政府兜底保障政策，李德山个人仅支付了790元的住院

费。“感谢党

的好政策，让

我看病省钱又放

心！”他激动地说。

从那以后，十里

八村都知道卫生院的

技术不比县里差，越来

越多的村民来此就医。据

该院院长周宏岩介绍，近3

年来，卫生院的门诊人次、住

院人次和医疗服务收入均实现

了翻番，今年上半年门诊量以20%

的速度增长。

近年来，我省大力加强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建设，为大部分乡镇卫生

院配备了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彩超、DR等

先进医疗设备；基层骨干医师培训、医学定

向生培训、全科医师转岗培训等项目全面覆

盖；“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医计划”落地见效……

2023年，全省基层医疗机构总诊疗量达到

1028.3万人次，与2022年相比增长了36.9%，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显著增强。随着医疗改革成效的

持续提升，相信会有更多的“李德山”在基层看得好病、

看得起病，享受更加健康幸福的美好生活。

▲双辽市双山镇中心卫生院医护人员在为村民查体、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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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 春 市
光 明 社 区 法 律
援 助 联 络 点 的
工 作 人 员 正 在
帮 助 居 民 解 答
法律问题。

长春市第一社会福利院里，赵春才老人与工作人员互动。
本报记者 祖维晨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