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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殷切嘱托牢记殷切嘱托
奋力书写河北民政为民爱民的时代答卷奋力书写河北民政为民爱民的时代答卷

省民政厅开展省民政厅开展““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一起向未来一起向未来””主题活动主题活动

民政系统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成功范例

2016年1月31日，150名来自北京的流浪乞
讨人员，在衡水市第七人民医院找到了“新家”。
当天，京津冀协同安置民政救助人员首批合作
协议签订仪式在该院举行。七年来，该院已累计
接收北京市长期滞留精神障碍和智力障碍受助
人员2652人次。

衡水市第七人民医院，1958 年由省民政厅
投资建设。建院60余年来，涵养了深厚的为民情
怀。2015 年 8 月，省民政厅组织京冀合作座谈
会，首次提出承接北京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管理工作。院长方建华在会上介绍优势，积
极争取，后经北京市民政局三次实地考察，最终
该院被确定为承接单位。

以实际行动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七年
间，该院始终坚持“一切以受助人员为中心”的
服务理念，对患有精神障碍等不具备主动表达
能力的受助人员倍加呵护。

2021 年 10 月，受助人员高某（女，精神障
碍），突发严重心律失常和血氧下降。医护人员
与死神展开赛跑，连续守护十多个日夜，终使高
某转危为安……而像这样的紧急救助，该院每
年都会发生上百次，他们一次次从死神手里夺
回了受助人员的生命。

针对受助人员长期滞留难题，该院提出了
“有爱在院、为爱寻家”工作理念，全员投入帮受
助者寻亲工作。目前，医院已累计帮助 697人成
功寻亲，返乡的受助人员遍布全国29个省份，寻
亲成功人员人均滞留6年，最长的达15年。

2019年，该院承办了全国首场民政救助公开
认亲会，并被民政部授予“全国民政系统先进集
体”，院长方建华还荣获“救助寻亲突出贡献奖”。

开启农村养老新模式的孝老食堂

2021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承德考察时
指出，满足老年人多方面需求，让老年人能有一
个幸福美满的晚年，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
责任。

让老年人老有所养是全省各级民政部门的
光荣使命与价值追求。青县民政局从问题入手、
向短板出招，总结推广孝老食堂模式，为解决农
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难题探索了一条新路。

2020 年初冬的一个中午，流河镇人和镇村
党支部书记胡宗权关注到的一幕，让他倍感疑
惑：明明到了午饭时间，虽然几经提醒，但街头
的几个老人，却仍围坐一起唠嗑。

他挨家挨户了解后发现，村里有 14位独居
老人，因为没了老伴儿，吃饭能凑合就凑合；而
且，生病了也能扛就扛……

他和村“两委”班子商议，决定办个孝老食
堂。当年 12 月 10 日，人和镇村孝老食堂开门迎
客，村干部和志愿者排班做饭，爱心人士、老人
们在外务工的儿女纷纷捐款，村里菜农免费供
菜，共同为老人免费提供一日三餐，彻底解决了
独居老人“一碗水就半个馒头就是一顿饭”的问
题，还让独居老人走出自我封闭的小圈子，走进
互帮互助的大家庭。

青县县委高度重视这一群众自创，提出要
因势利导，推而广之。该县民政局迅速行动，开
始支持有条件的村建设孝老食堂。县内各村纷
纷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启了“集体经济驱动+
助餐服务”“孝老食堂+幸福院”等多种模式的探
索。

目前，该县 11个乡、镇、场的孝老食堂试点
建设已全部完成，正在全面推广，同时已有40多
个村办起了孝老食堂，受益老人超过4000人。

织密织牢社会救助兜底保障网
的典型缩影

面对疫情连续冲击，三河市民政局局长温
连庆聚焦“保民生、保稳定、促和谐”，全面履行新
时代民政社会救助工作职责，织密兜牢基本民生
底线。

坚持应保尽保，强化兜底保障能力。三河市
民政局将低保类型增至六种，将符合条件的支
出型家庭、低收入家庭、困难残疾人、困难老年
人全部纳入救助保障范围。目前，该市共有重病
保人低保对象 57 户 64 人，重残保人低保对象
813户 891人，支出型保人低保对象 24户 35人，
支出型保户低保对象 74 户 106 人，低收入保人
低保对象176户304人。

坚持应核尽核，提高精准救助水平。该局将
线上信息核对和入户核查相结合，每年对在册
救助对象进行家庭经济状况核查。对新增受助
人员全部入户核实，做到入户率 100%、与救助
对象见面率 100%、家庭状况掌握率 100%。组织
镇、街道每半年对低保家庭全员复核，累计退出
684户830人，新增90户136人。市、镇、村三级联
动，对救助对象每年全面排查一次，近三年共排
查68240户11.5万人，精准认定84户128人。

坚持应助尽助，提升综合救助效能。各镇、
街道每月对辖区困难群众进行排查，符合低保救
助条件的及时审核上报，市局每月审核审批，保
证困难群众享受政策不隔月。市、镇两级开通“救
急难绿色通道”，先救助后核查，优化临时救助审
核程序，近三年实施临时救助211户577人次，发
放救助金 170.3 万元；通过社会救助基金救助 3
户，发放救助基金11.4万元，实现了“临时救助+
基金救助”双保障。每个乡镇每年还单独列支 6
万元预算，专门用于群众突发困难的实时救助。

舍小家为大家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2022 年上半年疫情封控期间，秦皇岛市民
政局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科刘荆璞每天凌
晨4点出门，他是市级社区疫情防控队伍建设组
组长，需要冲锋在前。

作为民政队伍党员先锋队的一员，他组织
“社区小微”志愿者进入10个隔离点协助工作，
服务社区全员核酸9次，为失能老人核酸检测超
过500人次，协调社会力量帮助孤寡老人200余
户，筑牢了社区防控屏障。

在这背后，因为妻子被封在单位，他每天只
好将两个不满 6 岁的孩子托付给邻居照看；他
的母亲生病入院，怕影响他工作，连消息都没
告诉他……

在民政事业发展中，一代代民政人接续奋
斗，凝练出了忠于职守、爱岗敬业、淡泊名利、竭
诚奉献的“孺子牛”精神，刘荆璞就是其中的代
表，他自2010年进入民政系统工作后，一心扑在
工作岗位上，使青春之花绽放在社区服务第一
线。

2018 年转岗负责社区治理工作后，刘荆璞
更是以“5+2”“白+黑”的劲头研究政策、吃透文
件，学习民政系统近十年的社区工作经验，联系
政协委员赴社区实地调研，为该市出台《关于加
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方案》提供决策
依据，解决了办公用房建设移交标准、社区干部
和持证社区工作者补贴标准等一系列困扰社区
工作的现实问题。

刘荆璞还连续 5年组织开展社会工作服务
项目，将“三社联动”发展为“五社联动”，推动

《“五社联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项目》入选
省委组织部人才强冀工程2022年度重点人才项
目目录。连续两年开展“五社联动进乡村 点亮
儿童微心愿”主题活动，每逢重要节日，都会为
留守儿童送上爱心礼物。

坚守一生矢志不改的民政情怀

邯郸市肥乡区民政局杨振红，当年是顶着
社会的“另眼相看”和家人的不解，从火化工干
起的。但自从踏上民政事业的奋斗征程，31年来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执著坚守、默默奉献，从未
忘记为民服务的初心。

2008 年 4 月，杨振红到前屯村调研留守老
人生活状况。村里一位孤寡老人去世后直到邻
居串门时才被发现的事，让他极为震动。他下决
心要解决农村孤寡老人养老问题，推动在前屯
村建成了全国首个“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

保障、互助服务”模式的农村互助幸福院。这种
离家不离村、离亲不离情的互助养老模式一经
推出，便备受好评，肥乡区还因此被民政部评定
为全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单位。

多年来，杨振红先后深入 153个村庄，向村
干部、村民代表问计基层治理。他骑电动车去西
吕营镇田寨村调研返回途中，遭遇暴雨，不慎摔
倒在水坑中，右膝鲜血直流。但看着笔记本被水
浸湿，他顾不上去医院，执意赶回单位，抓紧梳理
调研笔记……正是这份调研报告，为后来全区
推行基层治理新路子提供了支撑。2020 年 3 月
底，肥乡在全省率先实现村规民约全覆盖。随后，
西吕营镇被评为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
田寨村被评为全国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点。

让每一个逝者体面离开的巾帼标兵

时过数年，杨建贤还记得那个雨夜。她从石
家庄市殡仪馆下夜班回到小区，发现一栋楼前
警灯闪烁，人群气氛凝重。凭借职业敏感，她走
进人群，果然，地上有一具从十八楼坠下的男性
遗体。她迅速从家里找了一块布将逝者掩盖起
来，并协助接尸人员装棺送往殡仪馆。

殡仪馆的整容间内，面对面目全非的遗体，
她认真比对逝者生前照片，用塑形泥一点一点
拼捏，一针针进行皮下缝合，整整用了六个小
时，才重现了逝者宛如重生的面庞。门外一直呼
天喊地的家属，终于平息了哭声。

遗体整容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复杂工作，遗
体整容师所面对的不只是正常死亡，还有很多
非正常死亡导致的遗体残缺不全或者高度腐
烂。而杨建贤所坚持的，就是要给逝者最后的体
面，给生者无尽的安慰。

杨建贤到殡仪馆工作后，一开始就被分配
到遗体整容组工作。她凭着过人的勇气和执著，
克服恐惧和焦虑，深入研究遗体的接运、整容、
火化等各项流程，深深地爱上自己的行业。她认
真学习解剖、化妆、祭文、礼仪等专业知识，不断
提高整容和礼仪技能，成了工作的行家里手。14
年来，她先后获市民政局6次嘉奖、1次记功，所
带团队连续被评为“三八”红旗集体和“巾帼建
功”先进集体。

为了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石家庄市殡仪
馆成立新冠肺炎患者遗体处置党员突击队，她
第一个报名，并被任命为队长，带领突击队严格
按照操作规程接运、消杀、火化，百分百阻断病
毒再传播途径，以大无畏的勇气，守护了这座城
市的平安。

用慈心大爱守护折翼天使的忠诚卫士

今年是李淑萍在唐山市儿童福利院工作的
第13年，她持续推动“亲情育孤”品牌文化建设，
担起让孤弃儿童快乐成长的使命。

2009 年，她初到福利院时，孤弃儿童的境
遇，激发了她的使命感。尤其是一个白化病患儿
让她格外关注：孩子已经4岁，却口齿不清，无法
交流。还经常自虐，手背上皮肤被咬起一大块，
伤口还没结痂，就又被咬破了。还揪自己耳朵，
导致耳根撕裂，鲜血直流……这一幕，李淑萍看
在眼里，痛在心里。虽非亲骨肉，依然父母心，她
给孩子起名“乐乐”，希望他每一天都能快乐。

“对于这样自闭的孩子，越早介入治疗，融
入社会的可能性越大。”李淑萍深谙这样的道
理，她每天抽出时间陪乐乐玩耍，抱他去上特教
课。还特意设计了一套训练方案，矫治他的口齿
不清。通过几年的努力，乐乐终于慢慢好转，再
也没有发生自残行为。

就像这样，她心怀大爱、立德树人，不断关
注这群特殊孩子们的心理健康、职业规划、社会
融合等，使折翼天使浴爱重生、向阳生长。而今，
福利院的孩子已经多次在校、区级运动会上取
得优异成绩，有的成为校文艺骨干，有的在校级
英语比赛夺冠，有的被授予区三好学生，还有20
多名孩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奠定了日后走向
社会的基础。

福利院及李淑萍本人也先后获得多项荣誉
称号，但她更看重的是，13年的努力，已经把“用
真情温暖每颗童心，用爱心绘就每张笑脸，用奉
献托起幸福之家，用知识孕育多彩人生”的理念
融入到每一位职工的心里。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的
退伍老兵

卢忠余转业到保定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时被
安排到了食堂，专业不对口一度让他产生心理
落差。但这位因勇扑山火荣立三等功、获评优秀
共产党员的老兵，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

他学会了包饺子、蒸馒头等各种技能，还成
立伙食委员会，定时召开伙食会议，征求老人和
职工代表意见。由于实绩突出，他被选为党支部
委员，连续两年被市局评为优秀职工，食堂也连
续五年被评为优秀班组。

2006 年 10 月，他双耳突发神经性耳聋，这
一突然变故差点将他击倒。家人的安慰、同事的
鼓励、使命的召唤，让他重拾信心和勇气：“我要
回到熟悉的工作岗位！”

他被调到精神病区后，开始实行科学管理，
把病人当亲人。他还用自己遭遇人生变故时的
心路历程，悉心开导一位因高考失利精神出现
问题的小伙子，帮助对方不断康复，顺利出院。

2012 年保定市民政事业服务中心成立，他
又被调到募捐办负责接收捐赠物资，兼任仓库
保管员。面对大批爱心捐赠，他一干就是九年。

2021年，他又被调到儿童福利科负责“类家
庭”管理和儿童库房，服务110多名残疾儿童。之
前库房按规定两周才出库一次，他接手后随叫
随到，为护理员领取残疾儿童的尿不湿、奶粉等
物品提供了最大便利。而今，卢忠余一走进孤残
儿童中间，总被孩子们围着喊“叔叔好”“叔叔抱
抱”。同事们都说，“虽然他的耳朵不太灵，却总
能听到孩子们的心声。”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全省各级民政部门、
民政干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学榜样、
树标杆，抓落实、创一流，把民政温情转化为民
生温度，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2013年7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民

政厅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调要

怀着大爱之心、爱民之心做好民政工作。九年来，

省民政厅党组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政治标准，每年

举办主题活动，展示全省民政系统特别是基层民政

部门、民政干部学思践悟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的

实践成果。

今年，全省民政系统聚焦“喜迎二十大 建功

新时代 一起向未来”主题，解放思想、奋发进取，

为民爱民、倾力奉献，在新征程上再次留下了感人

至深的奋斗足迹。衡水市第七人民医院、沧州市青

县民政局及温连庆、刘荆璞、杨振红、杨建贤、李淑

萍、卢忠余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衡水市第七人民医院工作人员检查受助人员衡水市第七人民医院工作人员检查受助人员
身体状况身体状况。。

老人们在青县流河镇人和镇村的老人们在青县流河镇人和镇村的““孝老食堂孝老食堂”，”，吃着热乎乎的饺子吃着热乎乎的饺子，，其乐融融其乐融融。。

李淑萍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李淑萍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刘荆璞参加社工活动刘荆璞参加社工活动，，探访独居老人探访独居老人。。

▲▲卢忠余教孩子使用望远卢忠余教孩子使用望远
镜镜。。

◀◀温连庆温连庆（（右一右一））到困难群到困难群
众家中了解情况众家中了解情况。。

杨建贤杨建贤（（右一右一））耐心地为家属介绍惠民殡葬政策耐心地为家属介绍惠民殡葬政策。。

杨振红杨振红（（左三左三））与幸福院的老人们聊天与幸福院的老人们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