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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风行风 热线 话
题｝｝ 2月12日，州民政局局长徐润莲率队做客大理州舆论监督热线访谈节目《政风行风热线》，就全州养老

服务、社会救助、殡葬改革等内容进行介绍和交流。

加快健全养老服务网络

履行职责 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全州民政事业发展成效明显

州民政局局长徐润莲介绍，2024
年，全州民政部门坚持党建引领，推动
养老服务出现“四个转变”：从服务特
殊困难老年人为主向服务全体老年人
转变；从政府供给为主向政府、市场、
社会多元供给转变；从机构养老为主
向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转变；从兜底
保障、生活照料向更有质量的医养康
养相结合服务转变。加快健全养老服
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
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
老服务供给格局，让老年人都享有可感
可及的养老服务。

一是完善政策支持。出台了《大理

州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2024—2026年）》《大理州规范养老服
务设施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为加快养
老服务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

二是加大设施建设。积极向中央、
省争取项目支持，整合州级福彩公益
金，共投入 3.04 亿元，推进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目前，全州建成运营养老机
构 48 家，机构运营床位 5318 张。城乡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318 个，老年活
动室 1641 个，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
率达 90%，主要中心城市“15 分钟”居
家养老圈基本建成，覆盖县（市）、乡镇
（街道）、村（社区）的三级养老服务网

络初步建立。
三是优化服务质量。累计安排

5015 万元实施困难老年人家庭居家适
老化改造和家庭养老床位建设项目。
完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网络。目前，
共完成改造5884户，提供居家养老上门
服务 11134 人（次），培训家庭养老照护
人员7789人（次）。建成69个老年幸福
食堂，为老人提供助餐服务。依托智慧
养老服务平台，推广应用智慧养老服务
和产品。引进和培育了 23 家养老企业
市场化运营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不断提
升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水平。抓实养老
机构管理，集中开展养老机构消防安全

攻坚，规范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管理。加
大养老人才队伍培养力度，全州累计培
训养老机构负责人、养老护理员等6247
人（次）。推动养老机构提质改造。改
造护理型床位 3723 张，护理型床位占
比达 70%。全面开展养老机构等级评
定工作。积极推进医养结合发展，加
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
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健康支撑
体系，全州共建成医养结合机构 23
个。打造了大理颐老院、锦鑫养老院、
南山养老院、弥渡彩云南瑞等一批“候
鸟式”旅居养老、医养、康养、居家社区
养老服务机构。

施保贵介绍，近年来，州委、州政府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各级党委、政府关
于殡葬改革系列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
群众基本殡葬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紧扣“节地、生态、绿色”发展主线，
大胆改革创新，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持续健全完善政策体系，加大殡葬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排查整治突出问
题，规范服务管理，全面推进移风易
俗，积极推动殡葬改革向纵深发展。
截至目前，全州共建成投入使用 12 个
殡仪馆、363个公墓（骨灰堂），初步形成
布局合理、规模适度、服务便捷、覆盖城
乡的殡葬基础设施服务网络。12 县
市共 95 个乡（镇）932 个村委会（社区）
划定为火葬区，占全州总人口的 82%；
洱源、宾川、弥渡、南涧、巍山 5 个县实

现了全域火化，火化区火化率达 100%；
1159个村（社区）建立红白理事会，殡葬
新风初步形成。

当前，全州殡葬改革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足。聚焦农
村公益性公墓建设选址难、审批难、资
金难、安葬难、祭扫难及对生态环境破
坏大等困难问题，我州先后制定印发
了《关于推行绿色生态殡葬的指导意
见》《关于规范农村生态安葬设施备案
审批制度的通知》等政策文件，按照试
点先行、以点带面原则，在鹤庆、祥云、
弥渡、巍山、云龙等边远山区积极探
索推广林地墓地复合利用的生态安
葬试点建设。农村生态安葬点建设
不改变林地用途，依山就势不推山砍
树、林中找墓穴不破坏植被、墓区墓
穴间不硬化、墓位墓碑小型化，在有

效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破解了审批
和资金难题。通过几年的探索实践，
全州已建成 128 个农村生态安葬点，
有效弥补了全州安葬安放设施供给不
足的短板。

下一步，州民政局将持续落实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持续深化殡葬改
革，更好满足“逝有所安”，将重点围绕
科学规划，推进城乡公益性安葬设施建
设。一是增加殡葬事业经费投入。建
立州、县市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殡
葬事业经费投入机制，加大在殡葬管
理、基本殡葬运转、殡葬执法、殡葬宣传
以及殡葬习俗改革方面的财政投入。
二是持续推广骨灰灵堂建设。在大理
市苍山洱海核心保护区、县城等人口密
集、用地紧张、交通方便的地区，试点布
局以骨灰灵堂为主的安葬设施，实行入

室安葬。三是试点推行节地生态葬式
葬法。在边远山区重点探索林地墓地
复合利用模式，突出墓位小型化、生态
化、节地化，积极引导推广树葬、花葬、
草坪葬、土坛葬等生态安葬。四是探索
其他葬式葬法。尊重少数民族群众安
葬习俗，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规范开展
骨灰撒散等葬式葬法，最大化把生态安
葬与绿色殡葬、人文殡葬、惠民殡葬和
新时代文明新风、移风易俗有机结合，
不搞“一刀切”。五是深化殡葬习俗改
革，通过电视、报刊、网站、微信等多种
方式，广泛、持续、深入地宣传殡葬政策
法规、殡葬改革先进典型，充分发挥红
白理事会作用，引导和鼓励更多群众转
变观念、理性消费、革除陋俗、形成厚养
薄葬新风尚。

记者 何俊倬

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切身利益

州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许云江
介绍，2024 年，我州强化低收入人口动
态监测预警，精准高效落实最低生活保
障等各项社会救助政策，切实保障困难
群众的切身利益。年末全州共有城乡
低保对象 16.9 万人，特困供养对象
10021 人，累计发放各类困难群众救助
资金10亿元。

一是常态化开展低收入人口认定
管理工作。充分利用“云南省低收入人
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全面开展低收
入人口认定工作。采取“大数据+铁脚

板”相结合的方式及时排查有返贫风
险的低收入人口，分层分类落实相应
的救助帮扶政策，将专项救助政策拓
展延伸到低保边缘家庭、支出性困难
家庭和其他监测对象，打造综合救助格
局。目前，全州监测识别低收入人口
22.51 万人，其中有低保边缘家庭及刚
性支出困难家庭3.61万人。建立了州、
县、乡、村“四级联查”机制，强化对基层
政策落实的复核复查，年内多次深入基
层开展低保核查工作，全州低收入人口
认定管理和救助帮扶工作逐步到位，社

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有力有效。
二是扎实推进特困人员保障工

作。积极探索建立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探访制度，确保每季度至少对分散供
养特困人员进行一次入户探访，极大
提升了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积极开展生活不能自
理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工作，全州集中
供养率已突破 62%。我州“智慧民政助
力精准探访 提升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照料服务‘民生温度’”案例成功入选
民政部创新优秀案例，大理州首创的

互联网+分散特困供养精准探访（App）
机制作用发挥明显。

三是持续加强临时救助工作。健
全完善临时救助相关制度，进一步规
范临时救助资金发放。充分发挥临时
救助应急、过渡、补充等制度功能，加
强对符合条件重点群体的救助帮扶。
全面落实“急难发生地救助”“先行救
助”等政策要求，切实发挥临时救助救
急解难作用。全州累计开展临时救助
4.12 万 人 次 ，支 出 临 时 救 助 资 金
2744.49万元。

高度重视精神卫生事业发展

州民政局社会事务科（儿童福利科）
科长施保贵介绍，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
精神卫生事业发展。

一是出台政策引领，推进医院创新
发展。州民政局结合民政精神病医院职
能定位，出台了《大理州民政精神病医院
五年创新发展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工作
专班到重庆市第十一人民医院学习交流，
借鉴其“去精神化”理念，加挂了“大理
白族自治州第四人民医院”牌子，与重庆市
第十一人民医院签署医联体合作协议和

《专家团队工作站协议》，加挂“重庆市第
十一人民医院指导医院”牌子，为医院发
展增加了新的动力，降低患者的病耻感，
提高区域精神科疾病诊治水平。在大理

市万花路开设了医务室，一年来，住院患
者救治量提升了40%，门诊量增加20%。

二是强化统筹协调，有效提升服务
能力。制定印发了《云南省民政精神卫
生福利机构联合体滇西北区域中心建
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主要领导带队
到怒江州、丽江市、迪庆州开展云南省
民政精神卫生福利机构联合体滇西北
区域中心建设工作调研，与三个地州分
别签订了《云南省民政精神卫生福利机
构联合体滇西北区域中心建设合作协
议》，不断加强对云南省民政精神卫生
福利机构联合体滇西北区域中心建设
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有效提升
了滇西北区域中心服务保障能力。

三是开展“精康融合行动”，发挥辐
射带动作用。州民政局与4部门联合印
发了《大理州“精康融合行动”实施方
案》，举行了大理州“精康融合行动”启
动仪式暨精康服务培训。州民政精神
病医院与各县（市）签订了《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转诊救治服务协议》和《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转介救治服务协议》，依托
州民政精神病医院在剑川县沙溪镇寺
登村云康爱心驿站为精神障碍患者开
展服药、预防复发、躯体管理、生活技
能、社交技能、职业康复训练、心理治疗
和康复、同伴支持和家庭支持等服务。
建立覆盖全州的评估转介机制和培训
督导机制，切实发挥了辐射带动作用和

指导功能。目前，投入项目资金 312 万
元，建成弥渡县新街卫生院、大理市太
和街道三和社区等 18 个精康融合服务
点，服务受助对象3990人（次）。

四是整资源形合力，强化从业人员
专业素养。建立民政、残联、卫健、社
区、社工多部门跨专业联合服务队伍，
推动社区精康融合项目进程。同时，将
乡镇（街道）、村（社区）、卫生院等负责
人纳入服务队伍，依托州民政精神病医
院专科医生和心理专家进行专业指导，
全方位、精细化推动项目落实落地。同
时，加强精神卫生社会工作队伍培养，
提高从业人员能力素质，保障精神障碍
患者社区康复服务效果和质量。

积极推动殡葬改革向纵深发展

新华村，旧时称为石寨子，是茶马
古道的必经之地。新华村的前身可以
追溯到唐南诏时期，当时这里就有从事
金银铜器加工工艺的工匠。1961年，这
里更名为新华村，寓意“新生荣华”。

银匠村的银牌坊由 26 位本地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制作，历时 4 年 9 个
月完工，共耗足银 2.79 吨，是目前国内
最大的银牌坊。牌坊正面写了“中国银
器第一村”，总结了新华村的特点；背面
写的“千锤百炼始成金”，则是新华匠人
们的生活哲学。

走进新华村的街巷，叮叮咚咚的敲
打声不绝于耳，“小锤敲过一千年”，这
是新华银器制作技艺蓬勃的生机和技
艺的传承。从当年挑着担子“走夷方”
的小炉匠，到今天的“百艺大师村”，千

锤百炼始成金是这里的人们内心坚定
的信条。

星子庙中供奉着太上老君，他被奉
为小炉匠们的始祖。据史料记载，早在
唐南诏时期，新华村匠人就被抽调参与
修复大理崇圣寺和昆明东西寺塔。到
宋元时期，随着茶马古道的兴盛，新华
匠人开始“走夷方”，加速了他们技艺的
融合发展，目前这里已经被称作“百艺
大师村”。

新华村全村 1200 多户中，有 800 多
户从事银制品手工艺，仅用简单的木
墩、小手锤、小凿子等工具，就能打制出
一件件精巧绝伦的手工艺品。代代相
传的精湛技艺和手工艺品，让新华村被
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
乡”和“中国民俗文化村”。

地名故事

银都水乡 鹤庆新华
□ 曾丽霞 史俊杰

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志愿者手持工具，沿巍山西河河道捡拾垃圾、清理杂
草和淤泥。（摄于2月11日）

当天，大学生志愿者积极参与由巍山县南诏镇团委组织的“清河净滩·守护绿色
家园”活动，并在座谈会上交流探讨了社会实践中的体验和感受，进一步坚定了“志
愿有我，同护母亲河”的信念和决心。 ［通讯员 陈妍霞 吴素娟 摄影报道］

在祥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百日攻坚行动”暨“闽滇、沪滇”劳务协作专场招
聘会上，求职青年与用工企业进行岗位对接。（摄于2月8日）

近年来，祥云县创新建立跨区域劳务协作机制，通过定向输送具备一定职业技
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至福建、上海、广东等沿海地区，深化劳务协作与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 ［通讯员 李世祖 摄］

南涧县南涧镇小红桥湿地。（摄于2月10日）
南涧县在抓“千万工程”的实践中，以农村污水治理为切入点，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作用，将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同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一并高位推进，2024年底，全县累计
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并录入云南省生态环境监管信息系统的行政村57个、自然村
870个，行政村治理率达71.25%、自然村治理率达76.65%。 ［通讯员 李文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