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担当作为担当作为 实干争先实干争先
奋力绘就民奋力绘就民生幸福新画卷生幸福新画卷

2024年盐城民政工作亮点纷呈
20242024年年，，在市委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和省民政厅的有力指导下市政府坚强领导和省民政厅的有力指导下，，盐城市民政系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盐城市民政系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厚植为民情怀厚植为民情怀，，深化改革创新深化改革创新，，凝心聚力兜底线凝心聚力兜底线、、保稳定保稳定、、惠民生惠民生、、促发展促发展，，接连接连
推出一项项惠民举措推出一项项惠民举措，，落实落细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实落细一件件民生实事，，一幅民生幸福新画卷正在盐阜大地上徐徐展开一幅民生幸福新画卷正在盐阜大地上徐徐展开。。

盐城市民政局被表彰为
“全国民政系统先进集体”

2024年，是盐城民政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一年。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国务院召开第十五次全国民政会议，赋予民政
部门新的使命任务，对新时代新征程民政工作作出全
面部署。盐城民政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关于深化民政领域改革的新部署新要求，在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以强烈的
使命担当、饱满的精神状态、昂扬的工作作风，持续推
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市民政局被表彰为“全国民
政系统先进集体”，这是我市民政部门建市以来首次
获得此项殊荣，也是全市民政系统获得的最高荣誉。

养老服务工作
入选国家级项目

老年助餐工作被民政部
作为十大典型案例向全国推广

盐城市民政系统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健全完善养老服务
体系的决策部署，聚焦解决老年人吃饭需求，深入开展“盐年益
寿·幸福助餐”专项行动。截至2024年底，全市共建成老年助餐
点565个，全市年助餐老年人430万人次，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
认可。盐城“小饭碗”推动“大民生”的经验做法，被《中国民政》
作为助餐典型案例向全国推广，《中国社会报》头版首篇刊登、
《人民日报》专题报道。阜宁县“堂站共建”做法被多个国家级新
闻媒体宣传报道。

成功举办“盐年益寿·幸福养老”
银发经济项目推介会

为进一步擦亮“世界自然遗产”“国际湿地城市”亮丽名片
和“盐年益寿”公共服务品牌，推动长三角城市老年友好型社会
建设，2024年9月27日，盐城市举行“盐年益寿·幸福养老”银
发经济项目推介会，来自江苏、上海、浙江等12个省、市民政部
门负责同志以及68家国内知名康养集团养老机构负责人等参
加活动，共商发展、共享优势、共通标准、共荣市场。此次银发
经济项目推介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是盐城养老服务能力提升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盐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有力举措。未来，盐城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携手各
界，共同打造银发经济新高地，为老年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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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年益寿盐年益寿··幸福养幸福养
老老””盐城市银发经济项目盐城市银发经济项目
推介会成功举行推介会成功举行

全省首创社会救助服全省首创社会救助服
务联合体在盐成立务联合体在盐成立

《《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中国社会报中国社会报》》专题报道我市老年助餐工作专题报道我市老年助餐工作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
连续三年将“盐年益寿”幸福养老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列入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持续构建幸福养老服
务体系，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指标连续三
年位居江苏省第一等次。“盐年益寿”养老服务品牌
被江苏省民政厅评为全省高质量民政事业发展创新
成果；全省率先提前一年完成养老服务用房配置工
作；盐城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荣获省政府真抓实干
督查激励；入选全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
行动项目，全国共50个城市，全省仅2家，将获得
2000万元的项目资金。射阳县获批全国县域养老服
务体系创新试点，《人民日报》头版报道建湖县养老
服务工作，东台市建成大型养老服务综合体，盐城经
开区全省率先在养老机构内建设消防执勤点，盐南
高新区积极打造市民健康产业园。

救助管理工作
获批全国试点

全省首家
开设适老生活体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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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盐城市被确定为全国救助管理区
域性中心试点单位。制定《盐城市救助管理区域性
中心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紧紧围绕兜底线、织密网、
建机制、救急难的工作要求，坚持优化提质和创新转
型并重，建立以市站为中心、县站为基础、镇（街道）
和村（社区）为补充的救助管理工作网络体系，构建
更加专业、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救助管理工作服务
体系。

盐城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盐城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幸福养老”是一种美好图景，“延年益寿”更是一种美好
祝愿。为加速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联动发展，打造老年
人“吃、住、用、行、学、护”高品质服务场景，2024年10月11日
重阳节当天，“盐年益寿”幸福颐养超市正式运营。幸福颐养超
市位于市社会福利院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内，超市产品包括辅具租
售、老年用品、电子产品、健康食品4大类300余种，从日常生活到
健康护理，涵盖老年人衣、食、护、行等各方面。店内养老顾问免
费提供健康咨询、商品导购、使用指导等服务。盐城做法被省民
政厅作为2025年民生实事项目在全省推广。

““盐年益寿盐年益寿””幸福颐养超市正式运营幸福颐养超市正式运营

全省首创
成立社会救助服务联合体

盐城在全省首创，成立社会救助服务联合体。在市委、市政
府领导下，由民政部门牵头，横向联动64家部门、企事业单位和
社会组织，纵向贯通市、县（市、区）、镇（街道）、村（社区），搭建救
助服务网络（中心、站、点），是集救助帮扶力量汇聚、资源统筹、
队伍培育、窗口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实体化救助帮扶平台，构建
起全覆盖的大救助格局，是一次健全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的新探
索、新实践，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汇集各方力量，为走在前、做
示范注入全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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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扩围增效工作
全省领先

健全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制定下发《关于切实做好
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细化家庭收入
抵扣、就业成本扣减等5项措施，全省首家完成低保扩围增效任
务。建设盐城市智慧救助信息平台，汇集23个部门33项数据，
建立因病、因灾、因祸、因残致贫返贫预警机制。广泛发放救助
惠民政策“明白卡·幸福码”，在“我的盐城”App上线“盐易助”
一键救助申请模式，并实现省内通办。开展服务类救助试点工
作，探索建立服务类社会救助清单化制度，推动形成“物质+服
务”救助模式。响水县持续深化“一事一议”社会救助创新实践成
果，盐都区“社会救助一件事”获评全国数字政务发展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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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首创
儿童服务类救助模式

“爱心守护”工程连续两年列入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为困
境、留守儿童明确“爱心守护人”，每月上门探访交流一小时，已服
务32万人次。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
三年行动，加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全力实施精准帮扶“童爱”、
监护提质“童享”、安全防护“童伴”、心力滋养“童育”、固本强基

“童治”五大行动，加快形成全方位、一体化、全覆盖的未成年人
保护体系。大丰区率先试点“一老一小”融合发展。

9

盐城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盐城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
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
体系。盐城市深刻领会报告精神，把握基层治理新要求，积极探
索城乡社区直接民主工作室建设，研究制定了党建引领、五社联
动、邻里乐享、便民惠民、高效“智”理等20个社区治理场景建设
指引。采取“一社一策”的方法，重点打造10个社区直接民主工
作室，培育提炼社区治理鲜活样本和优秀案例，提升制度化、规
范化、标准化水平，《中国社区报》整版宣传推介。以直接民主工
作室建设为牵引，进一步规范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完善可感、可
知、可行的城乡社区居民自治章程，规范内部治理、资金使用和
活动开展。滨海县获评省社会组织助力“幸福民政”建设优秀案
例，亭湖区被确定为全省首批“乡村著名行动”先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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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率先
打造社区直接民主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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