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路上，发挥着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作用。近日，平湖市民政局上线试运行

“精平扶-困难群体精准画像”应用场景，并对外发布红色“救”在身边、平和“社”力量、幸福“婚”享会等十大“暖心服务”民生品牌，让更

多特殊群众感受到“民生温度”。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平湖市民政局局长程佳俊说，推出“暖心服务”十大民生品牌项目，就是想通

过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更好的服务，擦亮“民生金色”。

暖心为民
聚焦“一个都不能少”

家住平湖市独山港镇周家圩村的金阿弟
这几年日子宽松了不少。“多亏了政府的帮助，
才让我们家的日子好了起来。”金阿弟是一名
低保户，儿子精神三级残疾。现在每月不仅能
领取 2000 多元的低保金，还能享受定期配餐
服务。不久前，民政部门还通过助联体服务等
为他的孙女提供3500元的助学款。

“在红色‘救’在身边这一品牌的助力下，
类似的帮扶将更精准、智能。”平湖市民政局副
局长华锐说，今年，平湖民政将探索“党建+社
会救助”模式，构建“25179（你我一起救）”大救
助服务体系，高水平建设精准保障标准区，并
大力推进“精平扶-困难群体精准画像”省级数
字化改革试点建设，通过“五型三色”，构建起
精准识别、分类施策、动态管理的帮扶机制。

实现共同富裕，特殊困难群众“一个都不
能少”。近年来，平湖民政围绕服务困难群体，
不断拓宽救助保障覆盖面，先后推出“金平湖
维康行动”“暖巢行动”、困难老年人营养物资
配送等举措。眼下，又借助红色“救”在身边、
善行金平湖、暖心护未来等民生品牌，聚焦共
同富裕，关爱特殊群体，牢牢织密基本民生保
障网。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
一直以来，留守儿童、困境儿童都是民政部门
重点关注对象。据平湖市民政局副局长陆晓
燕介绍，坚持精准关爱，确保分类保障制度不
断优化，困境儿童应保尽保，同时整合卫健、妇
联等相关部门的“向日葵亲子小屋”、儿童之家
等资源，实现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全覆
盖。不仅如此，平湖民政还将链接各类社会资
源，实现困境儿童探访常态化、人文化。

省心便民
聚焦民生“关键小事”

“老年食堂环境好，饭菜可口又健康，一荤
一素加一汤，从此生活更美好。”最近，在平湖
当湖街道松枫社区的微信群里，一首由社区居
民王阿姨自编的打油诗成了“网红”。让“王阿
姨”们交口称赞的，是松枫社区的老年食堂。
作为平湖第7家老年食堂，食堂的健康菜、连心
价、贴心服务得到了周边居民的高度肯定。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近年来，平湖民政聚
焦民生“关键小事”，不断创新，培育出了老年

食堂、适老化改造、养老驿站等多项民生亮点
举措。接下来，还将重点围绕老年人居家安养
之“急”、社区颐养之“盼”、失能康养之“难”，进
一步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
补充、数字为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
系，打造“颐养金平湖”品牌。

养老服务有力度，便民服务更要有温度。
“96345”是平湖百姓耳熟能详的便民服务品
牌，该品牌自成立以来，已受理求助 149 万件
次，办结率 100%，满意率 99.95%。“民呼我应、
一拨就灵”，平湖市社会组织综合党委专职副
书记张娟凤说，为了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让
市民“服务无忧”，今年平湖再次推出“96345·
服务就找我”这一民生品牌，通过数字赋能、实

行三色管理，持续做优“5分钟便民服务圈”。
特殊群体之便利，背后离不开社区、专业

社工、社会组织等力量的支持。社会组织培育
发展中心打造社区儿童梦想中心；壹起来公益
发展中心带领残疾人燃起新希望⋯⋯未来，平
湖民政还将整合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工、志
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五社联动”的力量，以社
区“邻”治理和平和“社”力量两个品牌为抓手，
进一步做实做细社会治理工作。

贴心惠民
聚焦做优公共服务

“5·20”谐音“我爱你”。很多新人会选择
这一天领证结婚。在平湖，他们会来到一个

“公园式”的婚姻登记中心，相互承诺相守一
生。走进中式颁证大厅，喜庆红、祥云、同心
圆、连理枝，满满中国风。西式颁证大厅以纯
洁的白色为主色调，浪漫又不失庄重。5 月 20
日起，新人领证也会多一项选择。在离婚姻登
记中心不远的地方，一个婚姻登记室外颁证场
地正式启用。

幸福“婚”享会，为幸福“护航”。据介绍，
为提供更贴心的服务，培育文明向上婚俗文
化，除了持续推动设施升级，平湖还将全面落
实网上预约、在线审核、异地查档以及全省通
办服务；成立婚姻家庭协会，加强婚姻辅导、婚
庆服务，促进婚俗改革，弘扬婚姻新风文化；并
探索婚嫁产业与文化旅游、美丽乡村等领域深
度对接合作，推动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牵
手实现“共富”梦。

喜事新办，丧事俭办。殡葬包含着人们太
多情感，它是生命最后的告别，也是世代传承的
文化。前不久，平湖民政正式发布身后“逝”无忧
品牌，并同步推出了身后“逝”无忧公益项目，引
入社会力量建立殡葬移风易俗奖励机制。

“今后，平湖民政将进一步深化便民惠民
殡葬改革，大力弘扬文明殡葬文化，打响平湖
身后‘逝’无忧品牌，让群众感受到殡葬服务更
实惠、更贴心、更优质。”平湖市民政局局长程
佳俊说。据悉，近年来，平湖市积极推动群众
身后“一件事”联办，推进身后事涉财事项联办
机制建设，让群众“伤心事、省心办”，上线至今
累计为 6210 名逝者提供联办服务，联办率从
82.4%提升至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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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民政：打造十大品牌 擦亮“民生金色”
顾峰莲 方 颖

5月18日，平湖市民政局上线“精平扶—困难群体精准画像”应用场景，并同步启动十大民生品牌项目。

（图片由平湖市民政局提供）
5月18日，平湖市民政局上线“精平扶—困难群体精准画像”应用场景，并同步启动十大民生品牌项目。

（（图片由平湖市民政局提供图片由平湖市民政局提供））

产才融合，聚人才兴产业

桐乡大麻镇：打造乡村人才“红工坊”
强链补链推动“布满全球”

寿利宏 俞 阳

在日前举行的“桐乡市十大杰出青年”表彰仪式上，大麻镇海北圩人才“红工坊”沈佳明作为桐乡农业领域唯一代表获得表彰。十

年耕耘，32岁的沈佳明从新农人变身致富带头人，他创新的党员共富跑道模式，带动120多名社员平均年增收3.6万元。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近年来，大麻镇全面开发乡村本土人力资源，建设乡村人才“红工坊”共富单元，按照“善创造”“能致富”

“可带动”的原则，重点挖掘生产经营、传统文化、基层治理等相关领域乡村能人并进行人才认定，引导“乡村能人”服务“本乡本土”。

大麻镇党委书记张标介绍，按“人才领衔+项目运作+特色产业”的运作模式，该镇首批组建了 8 个乡村人才“红工坊”，并成立乡村

人才党建联盟，以人才“红工坊”的示范带动逐步形成创业就业集群，为乡村振兴打造坚实的人才堡垒。

能人汇聚
多渠道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立夏万物长，田间农事忙。
眼下正是冬小麦和油菜的收获季，桐乡大

麻镇永丰村种粮大户沈建林往年这时人忙心
累，今年却当起了“甩手掌柜”，他轻点手机，打
开“田保姆”为农服务应用，上午下单，下午龙
图粮油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农机就开到了田头。

既方便还高效。“田保姆”是大麻镇在应对
疫情时探索的新型农业服务方式，农户将农业
生产的个别环节或全程委托给专业的合作社，
由合作社提供高质量管家式服务。

“田保姆”为农服务应用能根据情况合力
调配技术、农机、人力等资源，这样一来，进入
集中收割期，种粮大户再也不用为找不到收割
机或者烘干场所等发愁了。

“麦子收好了，点点手机还能领到种粮补
贴呢。”沈建林说，“田保姆”围绕“种粮一件
事”，除了提供植保作业、种植托管等社会化服
务，还衍生出保险、贷款等金融服务。种粮大
户的各级补贴、奖励，轻点手机就能审核领取。

“田保姆”为农解忧，是因为有乡土人才作
支撑。2020 年年初，因疫情影响，大麻镇涉及
40 多户外地种养殖大户无法及时开展农业生
产，大麻镇成立 50 余人的“田保姆”服务团队。

“田保姆”人才“红工坊”负责人沈月明带着团
队广泛开展菜单式托管、全程托管、植保作业
等社会化服务，为全镇 30 多户外地水产养殖
户、14 名外地种粮大户提供委托田间生产管
理，为外省市的种粮大户挽回经济损失近15万
元，被农业农村部评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突出

贡献农民（个人）。
为深化服务，大麻镇党委在“田保姆”服务

中心成立党支部，组建一支50余人的专业服务
团队，包括镇村干部、优秀农业主体、农科院专
家代表，同时与嘉兴市农科院签订党建结对协
议，开展优质稻种植推广合作，全镇 3500 多亩
田地实行统一管理，提升农业附加值。

“‘田保姆’的精准指导，让我们种出了优
质稻米，卖出了好价钱，农民钱袋子更鼓了。”
大麻镇永丰村党总支书记蔡武强感触很深，永
丰村一直以来是一个纯农业村，以栽桑养蚕、
种植水稻为主，这两年村里建起了龙图粮油农
机专业合作社，和浙江大学、嘉兴市农科院等
科研院所建立了产学研合作，“田保姆”服务中
心就建在这里，近水楼台先得月，每年都有数
十个水稻新品种在永丰村试种，好水良种加上
科学种植，稻米产量最高达到亩产836公斤，创

新推出的婚庆米备受追捧，村集体收入也提高
到378万元。

产才融合
强链补链推动“布满全球”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文化振兴。
大麻镇将乡村人才纳入镇级科技人才政

策给予保障，经认定的乡村人才“红工坊”给予
每年一定资金补助，并把乡村人才建设纳入行
政村目标责任制考核。

随着乡村人才“红工坊”的推开，大麻镇涌
现出一批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土专家”“田秀
才”，一些文化能人也脱颖而出。在他们的引
领下，激发了乡村文化活力。

在大麻镇海华村，一处云上锦人才“红工
坊”很自然地嵌在民房之间，顺着小院推门而

入，只见“红工坊”负责人杨惠娟正对着图案，
一针一线地制作拼布，慕名前来学习的村民络
绎不绝。

置身于杨惠娟的“红工坊”，在上百幅拼布
画中，一幅两米长的《南湖红船》格外吸引眼
球，整幅作品共由 200 多种颜色、近 4000 条的
布条拼缝而成，颜色亮丽，图案逼真。

“踏入这一行，多亏了乡贤的指引和帮
助。”杨惠娟今年57岁，原本是海华村的一名村
干部，退休后曾一度赋闲。两年前，机缘巧合，
杨惠娟碰到回乡的北京服装学院潘海音教授，
她希望大麻镇能够挖掘培育乡土人才，把家纺
布艺产业做大做强，潘教授得知杨惠娟从小做
过裁缝，家里又办过家纺厂，便劝她学做拼布。

听了潘教授的一番话，杨惠娟便开始摸索
起来。针线在布料间来回穿梭，渐渐呈现出一
幅幅精美的画作，包括各种小配饰、桌旗等，她
很快便找到了成就感，还获评浙江省乡村文化
能人。

为了完成《南湖红船》拼布画，她每天 7 点
多起床创作，忙到深夜入睡。在大麻镇妇联的
号召下，来自各行各业的百名妇女开始接力参
与拼布，帮助杨惠娟创作。海华村的妇联主席
邓丹萍就是其中一位，她说：“拼布能够让人静
下心来，而且通过这种创作，能让人知道，大麻
的布不但可以做窗帘、沙发布，还可以做成画，
做成各种各样的工艺品。”

能人领头，共富路子越走越宽。大麻镇针
对家纺文化薄弱的问题，重点挖掘拼布艺术并
指导杨惠娟成立了云上锦拼布馆。作为村里
首批人才“红工坊”，通过开设手工课程、专业
老师教学、在线直播交流，打开了市场销售渠
道。直接带动了 80 多名农村妇女从事拼布艺
术，人均月增收 2000 多元，多项作品受邀参加
全国或行业拼布展并获奖。

一间小工坊，让乡村文化动起来。大麻镇
党委委员陈立伟说，人才“红工坊”运行模式的
核心是在党建引领下，以人才开发项目，以项
目带动产业，做大人才“蓄水池”，补齐农村“共
富链”。接下来，要继续加大对乡土文化能人
的挖掘和培育力度，通过“产才融合+强链补
链”的模式，赋能家纺产业转型升级、做精做
强，朝着“布满全球”的目标奋力向前。

植保无人机在田间作业（图片由桐乡大麻镇人民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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