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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凭自己的双手供孩子上大学，是以前没敢想的事，也是现在最骄傲

的事。”在宁波海曙区“灿益工坊”，听力残障人士李勤娴熟地编织着工艺品，这

些由她手作的物品，经由南塘老街残疾人文创产品部销售，每月为她带来数千

元稳定收入，让当初靠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家庭，实现了自力更生。

如今的李勤，还在共富工坊成立了工作室，免费辅导社区残疾人等群体制作布艺品，并尝试直播带货创收，所得

收入皆用于慈善。“当初政府提供专业老师指导和市场扶持，改变了我的生活。希望自己也能帮助更多和我一样的

人，生活得越来越好。”

从被助到自助到助人，李勤的故事，是宁波海曙区实施“物质+服务”社会救助的成果缩影，也是其以社会保障成

色描绘共同富裕温暖底色的生动实践。

去年以来，海曙区社会救助累计投入财政资金2.1亿元，惠及困难群众36.49万人次。“物质+服务”救助模式

2020年入选全国社会救助改革创新试点，2022年顺利通过民政部验收，同时入选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第二批试点。

聚焦“弱有众扶”，海曙区集社会各界力量为“众”，用物质救助与能力培养来“扶”，以“多元参与+精准帮扶”构建

更具力度、温度、精度的社会救助体系，在奔赴共富的路上，更有保障、更有盼头的生活激励着每一个海曙人共创幸

福。

宁波海曙区：“物质+服务”让社会救助见力度有温度显精度
王玛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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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清单、两个方案、三级平台
顶层设计见“力度”

“在册困难群众 3035 户 3998 人，
面临的都不是单一经济困境，还叠加能
力发展不足等多重问题。”海曙区民政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给钱给物的传统生
存型社会救助，已难满足多维度、多层
次的救助需求。

弱有众扶，如何去“扶”？海曙区转
变救助理念，积极探索“物质+服务”的
发展型社会救助模式。

一份清单明确服务内容。“用表格方
式，是为方便救助群体根据需求快速找
到对应的服务。”在海曙区社会救助服务
联合体，民政局工作人员用触屏方式下
拉《海曙区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清
单》，涵盖心理疏导、能力提升、社会融入
的服务清单，被分为照料护理、生活服
务、家庭支持等7大类31个子项，救助群
体根据菜单选择需要的服务。据了解，
海曙区通过政府购买，去年累计为1123
名困难群众提供包括理发、陪伴、维修、
应急、代办等各类专项服务2105次。

两套方案推动标准化。针对以往
救助服务标准不一、质量参差不齐等问
题，海曙区总结做法经验，凝练形成《社

会救助服务标准化实施规范》《社会救
助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方案》，在推动社
会救助服务体系标准化的同时，也为全
省标准化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提供有
益的探索经验。

三级助联体打通供需。按照“区—
镇—村”三级助联体架构，海曙区高标
准打造社会救助服务平台，进一步健全
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目前已设立
镇（乡）街道级助联体服务站 17 家，村

（社）级助联体服务点223家，年内将实
现全覆盖。”海曙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不断织密的助联体，保障救助服
务供需链畅通。

通过顶层设计，明确服务类社会救
助的有效路径和具体举措，海曙区从根
本上提高困难群体的生活能力，使其共
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救助帮办、专业品牌、社会救助链
服务落地有“温度”

“家里只有父女俩，张爸爸 70 多岁
了，最担心这个智力有障碍的女儿。
我第一次上门时，她见到陌生人会浑
身发抖，看到现在的她能独自跟团队
去四明山演出，她开心了，爸爸安心

了，我也放心了！”白云街道的“救助帮
办”宋欣兰带我们探访她辖区内的困
难家庭，当小张主动拉起宋欣兰的手，
与她分享演出快乐时，救助服务中双
向奔赴的获得感，在两个人的交流中
流淌。

“整合资源、对接资源、陪伴救助，
根据这 12 字工作导则，我们有一套科
学有效的救助流程，注重救助与发展相
结合。”南门街道帮办人员朱红波介绍，
她会根据每位救助对象的测评表，初步
确定对方的基本需求，在社区内搜集可
利用资源，实现快速对接。

通过“救助帮办”持续提供情感支
持和专业化服务，建立受助者与救助者
间长效良性互动，提升受助者的社会参
与能力，引导受助者自爱自强，最终实
现自立。

“弱有众扶”,关键在“众”。组建
“救助帮办”队伍之后，海曙区还通过政
府购买的形式，来壮大“众”的队伍。
2022 年起累计投入 335 万元，向专业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采购服务，鼓励和引
导经营主体参与服务类社会救助。

此外，依托81890智慧救助服务中
心，海曙区联动链接 935 家加盟企业、
6478 家社会组织和 3000 多支志愿服
务团队，形成“社会救助链”，年直接受

益人群1.5万人，间接受益人群6万人。
以“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多元参

与”为原则，海曙区打造社会救助协同
服务机制，整合多元救助力量，激活社
会协同，推动社会救助覆盖更广、触角
更长、服务更专，社会救助更有“温度”。

线上识别、链上救助、数字赋能
救助质量显“精度”

弱有众扶，及时、精准识别“弱”，关
系着社会救助的质量。数字化改革，为
海曙区社会救助服务提质增效。

线上+线下，识别更精准。“自线上
系统建立后，民政相关部门会定期在救
助系统比对各类信息数据，发现疑似困
难家庭后，第一时间跟进。”通过困难群
众困境状况指标分析，实现救助对象精
准识别，服务诉求主动抓取，从“被动申
请”到“主动发现”，推动社会救助向潜
在救助群体延伸。2022 年以来通过主
动发现纳入低保等各类救助对象 114
人。

链上救助，服务更智慧。依托省大
救助信息系统，困难群众可在线申请低
保、临时救助等事项并实现救助一件事
多部门联办。一旦民政部门认定困难
群众的救助身份，就能“零跑腿”享受到

住房、教育、医疗等救助政策。
数字赋能，协同更高效。海曙区借

助数字化救助平台，互通共享各部门救
助需求、救助信息、救助政策、救助服务
资源库，建设跨部门业务协同数字化应
用场景，畅通各社会救助有关部门、镇

（乡）街道，打造诉求受理、流转、反馈、
办结、回访全流程闭环监督评价机制，
确保困难群众救助“件件有着落，事事
有回音”。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
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人人都能在社会
中获得生存并发展，是从古至今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期待。

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的进程中，社会保障的成色，描
绘着共同富裕的温暖底色。

如何以高质量的社会救助服务，赋
能共同富裕？政府以“物质+服务”探
索社会救助改革，以财政资金为杠杆撬
动各方救助资源，以数字化平台为依托
打通救助供需两端信息不对称的瓶颈，
充分调动企业、社会组织、慈善力量参
与社会救助的积极性，让社会救助更多
地体现社会性，这是海曙区交出的答
卷。

海曙区联动链接 935 家加盟企
业、6478 家社会组织和 3000 多支志
愿服务团队，形成“社会救助链”。

海曙区联动链接海曙区联动链接 935935 家加盟企家加盟企
业业、、64786478 家社会组织和家社会组织和 30003000 多支志多支志
愿服务团队愿服务团队，，形成形成““社会救助链社会救助链”。”。

白云街道白云街道““救助帮办救助帮办””人员探人员探
访需要帮扶的家庭访需要帮扶的家庭

一颗葡萄的蝶变

如果说有一种味道能代表大桥，那
这种味道便是葡萄的清甜。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必须发
展好地方特色产业，想方设法增加农民
收入。”大桥镇的“葡萄大王”朱屹峰自
学成才，很早就意识到新品种选育和技
术创新的重要性，不断加强产学研合
作，坚持走对外引进和自主研发相结合
的道路，先后引进 120 多个葡萄品种，
加速实现葡萄品种的更新换代。

此外，朱屹峰每年针对周边农户开
展各类实用技术培训和指导。在他的
带动下，大桥镇逐渐成为浙北最大的葡
萄基地，葡萄种植面积达到 1.85 万亩，

种植果农 1800 多户，葡萄种植收入从
原来的每亩1.2万元增长到3.6万元。

眼下，大桥镇已形成了以葡萄、西
甜瓜、蔬菜、优质稻米、水产（蜗牛、小龙
虾）为主导的农业产业体系。2022 年，
大桥镇农业生产总值15.6亿元。

大桥镇大力实施强村富民计划，规
范推进农村集体股份化改革和股份分
红，通过强化政策支撑、推进社会化经
营、加大金融扶持等方式，鼓励引导农
户适度规模经营，新增注册家庭农场
30家。

在集聚家庭农场资源的同时，大桥
镇坚持做强“特色品牌”，探索订单农业
模式，拓宽销售渠道，打造村民创收新

“支点”，如邀请嘉兴本地有名的抖音主
播，开展助农直播技巧公益培训，引导
更多农户借助新媒体优势，也吸引更多
的年轻人过来，把直播带货作为“新农
活”。

一座村庄的逆袭

云东村曾是大桥镇最“偏远”的
村，与平湖、嘉善相邻。去年，云东村
成功入列浙江省第二批未来乡村。“未
来乡村是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
对应村民健康、养老等生活需求，我们
推出九大数字化应用场景，让村民过
上‘数智’生活。”云东村党总支书记张
亚祥说。

今年，云东村的乡村咖啡馆“Go
Coffee”成了有名的“网红打卡点”。
创始人顾志良是土生土长的云东人，
从大城市回到家乡开了这家咖啡馆，
他研制的两款咖啡“农耕拿铁”和“云
上东方”，将大桥镇的文化元素融入其
中。

云东村正是南湖区“文明之源·时
代之光”美丽乡村精品线上的一环。让

美丽风景转化为美丽经济，大桥镇正通
过农文旅深度融合，不断引入新业态、
新模式，打造特色乡村 IP，将乡村打造
成景区，有效增强村集体经济造血功
能，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今年 5 月，大桥镇第六届农民丰
收节暨第五届由桥龙虾文化旅游节在
由桥村举行；6 月，第四届胥山端午民
俗文化节欢腾开启；8 月，南河浜文化
研学季暨第十六届江南葡萄文化节开
幕⋯⋯作为浙江省 3A 级景区镇，大
桥镇至今已建成美丽乡村示范点 18
个 、精 品 村 3 个 、3A 级 景 区 村 庄 2
个。去年，全镇村级经济总收入 7534
万 元 ，农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到
40538 元。

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再到美丽
生活，村民的好日子越来越让人羡慕。

一个大院的变迁

不少人发现，如今大桥镇社会治
理中心、便民服务中心、综合信息指挥
室、派出所等全部搬到了一个大院内
办公。

“我们这区域面积大，遇到矛盾、纠
纷的时候，有时没法立即找到合适的地
方坐下来沟通，我们就更换了大型车并
进行改装，使用后发现现场调处成功率

上升了不少。”大桥镇党委书记黄永晓
说。

据统计，大桥镇下辖 16 个村、7 个
社区，区域流动人口超 8 万人。由于
面积大、人口多，情况复杂，一直以来，
大桥镇基层社会治理的压力比较大。

2022 年 8 月，大桥镇被确定为全
国“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试点
单位，打造了一支近百人的综合行政执
法队，承接赋权行政处罚 138 项。如
今，大桥镇月度办理的高频案件同比增
长了 118%；平均结案天数从 17.4 天缩
短到 9.5 天，办理时效提升 45%。群众
针对执法类的信访案件数同比下降
27.1%，投诉举报同比下降33.8%。

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
能力现代化，将“民声一键办”和大综合
一体化行政执法深度融合，今年 4 月，
大桥镇作为嘉兴首批试点单位启动“民
声一键办”改革。

大桥镇居民张先生骑三轮车不慎
陷入浅滩，行人报了警。接警员启动

“民声一键办”程序，民声服务队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将人、车顺利救起。“遇到
问题马上有人来帮忙，真是太安心了！”
张先生感叹。

据统计，“民声一键办”启动试点至
今，信访总量较去年下降了 30%，非警
务警情总量下降了12%。

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先行镇

南湖区大桥镇：步履铿锵尽展小镇芳华
项 洁 孙 佳

金秋时节，漫步在嘉兴市南湖

区大桥镇，只见亚太路两侧高科技

企业和研究院所林立，另一侧“文

明之源·时代之光”美丽乡村精品

线的金黄色稻浪吸引了不少游客。

作为嘉兴市经济发展的主平

台之一，大桥镇曾先后八次蝉联全

国综合实力百强镇称号，2022 年

规上工业总产值达 634 亿元。近

年来，大桥镇以乡村振兴和基层社

会治理为切入口，不断擦亮江南文

化名镇金名片，奋力建设中国式现

代化先行镇。

大桥镇云东村美景

（图片由南湖区大桥镇提供）

大桥镇大桥镇““民声一键办民声一键办””综合指挥室综合指挥室
大桥镇葡萄丰收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