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逐步取消低保、低
保边缘家庭救助管理
城乡界限；年底前建家
庭养老床位 4500 张，
把养老设施“搬”进老
人家庭；创建东北三省
规模最大、基础设施最
全的市级未成年人保
护中心……

1 月 21 日，沈阳
市民政局召开会议
部署2022年民政工
作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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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取消低保、低保边缘家庭救助管理城
乡界限；年底前建家庭养老床位4500张，把养老
设施“搬”进老人家庭；创建东北三省规模最大、
基础设施最全的市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在浑
南区莫子山公园新建全省首家公园式婚姻登记
场所；减轻市民丧葬支出负担，扩大基本殡葬服
务费用减免对象……

1 月 21 日，沈阳市民政局召开 2022 年全市
民政工作暨“振兴新突破 我要当先锋”专项行
动部署视频会议。会议部署了2022年民政工作
重点任务以及在哪几个方面要做出努力。

低保、低保边缘家庭
逐步实现城乡通办

今年，沈阳将大幅缩小城乡保障差距，继续
提高沈阳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突破原
有比例制约，通过大幅提高农村低保标准，缩小
城乡低保标准差距，从原来的 21.89%缩减至
10.57%。创新社会救助常住地申领，实现城乡通
办，逐步取消低保、低保边缘家庭救助管理城乡
界限，以长期居住地优先原则受理、审核确认低
保和低保边缘家庭。还将打破外地户籍“壁垒”，
消除地区“隔阂”，具有法定赡抚（扶）养关系且与
沈阳市的户籍家庭成员长期共同居住生活的外
埠户籍人口，可在沈阳市申办低保和低保边缘家
庭，造成基本生活暂时困难的非户籍地滞留人员

可以在急难发生地申请临时救助。此外，还让更
多低保边缘家庭及时获得相应的专项救助，力争
年底实现在原基础上扩围20%的目标。

增设物业管理委员会
年底前全市社区全覆盖

今年，沈阳要在扎实推进城乡社区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实现新突破。一方面，
弥补社区领域立法空白，制定出台《沈阳市社区
建设促进条例》，另一方面，在东北先行建立基
层治理服务管理平台，完善“人员装户图”，实现
数据动态准确率保持在99%以上，推开“资源装
户图”，实现覆盖率100%，以两张治理资源图为
支撑，形成社区治理数据中心。第三方面，打破
现有村（居）民委员会设置模式，健全村（居）民
委员会设置，在原有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
卫生等各类委员会基础上，增设环境和物业管
理委员会，年底前实现全市社区100%全覆盖。

年底前建家庭养老床位4500张

在全力打造品质养老品牌上，沈阳要实现
新突破。首先，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实现“零突
破”。大力发展“家庭养老床位”，把养老设施和
标准化服务“搬”进老人家庭，着力破解失能老
年人的家庭照护困境。年底前为户籍在沈阳市
的特困分散供养、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计划生
育特殊家庭中的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建设家
庭养老床位共计 4500张。其次，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设施配建标准全国领先，按照新建居住区
每百户35平方米的标准和“四同步”原则，提高
养老服务设施配建覆盖面，打造15分钟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圈。确保新建居住区养老服务设施
配建标准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处于领先位置。
年底前完成已建居住区2.88万平方米的养老服
务设施配建达标任务。然后，引进知名企业带
动沈阳养老品牌升级，年底前，沈阳市内九城区
每个区至少引进或培育一家品牌养老服务企业。

设立东北地区
首支健康养老产业专项基金

在养老方面，沈阳还将发展“互联网+养

老”，打造“智能看护”居家养老场景，通过为老
年人家庭配备紧急呼叫、生命体征监测、红外人
体感应等智能看护设备，提供应急救援联络等
安全协助。以在“沈阳养老”APP、微信小程序、
沈阳养老服务网进行线上点单为主，运用养老
服务企业“助老专线”，有效链接家政、餐饮、养
生保健、社区志愿组织等线下实体服务资源，让
老年人享受科技带来的居家养老服务提升。不
仅如此，沈阳还将设立东北地区首支健康养老
产业专项基金，基金注册规模 3.5 亿元，并积极
申请辽宁省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1.5 亿
元。基金重点投向提供养老服务、健康管理、医
养结合等领域的相关产业和企业，进一步推动
沈阳健康养老产业做大做强。

创建东北三省规模最大
市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今年，沈阳将在持续加强孤儿、留守儿童关
爱保障上实现新突破，首先，实现省内首个社会
散居与集中养育孤儿标准统一，持续提高孤儿
基本生活养育标准，将社会散居孤儿养育标准
提高 38%，实现社会散居与集中养育标准相统
一，成为副省级城市中第四个、省内第一个实现
标准统一的城市。其次，超前谋划构建市、区、
街道三级未成年人保护阵地。创建全国领先，
东北三省规模最大、基础设施最全、功能业务形
态最多、保障范围最广的市级未成年人保护中
心；区（县）级未成年人保护机构覆盖率达到
75%，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覆盖率达
到50%，提前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然后，打
造全国高品质家庭寄（助）养品牌项目。创造

“暖爱”品牌项目，提高寄（助）养“三方面”标准
要求，为符合条件的孤儿向社会招募更有品味、
更有爱心、更有实力的爱心人士组建家庭，提升
寄（助）养品质。

年底前80%城市社区
拥有10个社区社会组织

今年，沈阳将打造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
沈阳模式,创设“一会+N中心”，即：街道（乡镇）
成立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社区成立社区社会
组织服务中心，重点培育生活服务类、邻里互助
类、公益慈善类、平安建设类、科教文体卫类和

乡村振兴类等六类社区社会组织，推动社区社
会组织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更好发挥作用。
同时打破登记限制，加大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
培育力度，降低街道（乡镇）社区社会组织联合
会登记注册门槛，注册资金由3万元降低为500
元。首次设立社区社会组织公益创投专项资
金，通过公益创投活动为社区社会组织开展工
作提供资金扶持，引导更多备案制社区社会组
织参与“两邻”工作实践。年底前，沈阳市拥有
不少于10个社区社会组织的城市社区由45%提
升至80%，拥有不少于3个社区社会组织的农村
社区由27.5%提升至70%。

建东北首个婚姻登记档案
跨区查询服务平台

在加强婚姻登记管理上，今年沈阳要实现
新突破。在全省率先实现引入专业社会力量
参与婚姻家庭辅导服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公益创投等方式，为有需求的婚姻当事人提供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探索将颁证仪式引入结
婚登记流程并实现颁证常态化，建立特邀嘉宾
颁证制度，提升颁证仪式的教育纪念意义。建
立东北地区首个婚姻登记档案跨区查询服务
平台，围绕满足市民查档需求，依托婚姻档案
数字化和资源共享平台，在沈阳市探索开展婚
姻登记档案“一站式查档”“跨区查档”。除此，
沈阳还将打造全省领先的特色化婚姻登记场
所。在沈北新区建成 1000 平方米的全省领先
的现代化、规范化、智能化婚姻登记处；在浑南
区莫子山公园新建全省首家公园（花园）式婚
姻登记场所。

推动基本殡葬服务
费用减免政策全民覆盖

今年，沈阳还将在推进惠民殡葬政策，加强
殡葬执法上取得新突破。修订沈阳市 2020-
2025 年村级公益性公墓建设规划，年底前新建
14个村级公益性公墓。进一步完善殡葬事业服
务管理平台功能，加强殡葬行业行风整治。大
力推行绿色生态安葬方式。出台《沈阳市基本
殡葬服务费用减免实施方案》，推动减免政策全
民覆盖。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沈社区设物业管委会 年底前全覆盖
创建东北三省最大市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年底前建家庭养老床位4500张

2021年1-12月份，沈阳市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7%，高
于全国 0.1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
长6.2%，高于全国0.1个百分点。

分三大门类看，2021年1-12月
份，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
制造业同比增长 10.4%，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
长4.4%。

分行业来看，2021 年 1-12 月
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涉及的37个
大类行业中，25个行业增加值实现
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7.6%。汽车
制造业同比增长 14.1%，医药制造
业同比下降 4.0%，通用设备制造业
同比增长 13.8%，农副食品加工业
同比增长8.4%。

辽沈晚报记者 王琳

2021年沈阳
规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9.7%

辽图推出
冬奥文化系列活动

听冬奥主题讲座；和剪纸项目非遗
传承人学习，剪出冬奥吉祥物“冰墩
墩”。本周末（1月 22日，23日），辽宁省
图书馆为读者们推出了冬奥文化系列
活动。

在专题讲座《东北的冰雪文化与民
俗风情》中，辽宁大学江帆教授将从东
北生态区位特点与民俗文化生成背景、
东北冰雪文化与民俗风情、东北民间的
说书讲古传统三个维度为大家讲解东
北这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冰雪文化与民
俗风情。

沈阳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范存生教
授将为读者们带来题为《冬奥背景下加
拿大冰雪王国对我省冰雪场馆高质量发
展启示研究》的讲座，本场讲座是在对东
北三省冰雪运动长期调研的基础上，结
合世界冰雪王国——加拿大冰雪运动发
展经验和理念，探求我省冰雪运动在硬
件设施（冰上场馆）上的发展之路，通过
比较，找出差距，为辽宁早日成为真正的
体育强省提供参考建议，也为大众欣赏
北京冬奥会精彩绝伦的冰雪场馆魅力

“添砖加瓦”。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大寒到顶端，日后天渐暖”，近日沈城天气
寒冷程度也比较符合大寒节气的特点。

今日白天，沈阳天空的云量又多又厚，其中
南部和东北部的个别地方将会在中午前后飘落
几个雪花，雪量不大，对我们的影响也不大，提
醒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

预计周日开始，沈阳将迎来一段晴朗而相
对温暖的天气时段，没有雨雪的打扰，气温波动
也不大，最高气温在-3℃上下，最低气温在-
13℃左右。这样的天气比较适宜大家购置年
货，提醒外出的市民要注意着装，以免感冒。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明起沈城晴“暖”气温波动小

预计周日开始，沈阳将迎来一段晴朗而相对温暖的天气时段。 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