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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我市以教育公平为底线关爱帮扶特殊群体

市民政局四举措加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临沭县积极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沂南县积极试点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

2015年 1-6月份民生工作简报投稿用稿情况

我市以教育公平为底线关爱帮扶特殊群体

加大对特殊群体的帮扶力度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体

现，近年来，我市以教育公平为底线，通过多种形式，加大

对特殊群体的关爱帮扶力度。

一是落实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同城待遇。把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入学纳入区域发展规划、财政保障体系和学区

招生计划，在学籍管理、招生升学、评选优秀等方面落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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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待遇，保障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平等就学权。2014 年全市进

城务工随迁子女在校生达 165162 人，其中 163510 人在公办

学校就读，占比达到 99%。

二是全方位构建留守儿童关爱体系。积极探索代理家

长、寄宿之家、托管家园、亲属代管等教育管理方式，动员

和统筹各类社会资源，建立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市教育

局联合团市委启动“七彩小屋”公益项目建设活动，目前，

“七彩小屋”已覆盖所有县区，建成 36 处，中央电视台以“七

彩小屋释放沂蒙大爱”为题进行了宣传报道。市教育局联合

市关工委及市妇联共同开展留守儿童“爱心家园”建设活动，

共募集社会捐款 347 万元，建立“爱心家园”80 处，招募爱

心妈妈、爱心伙伴 8000 余名，与留守儿童结对帮扶。

三是建立健全残疾儿童少年入学保障机制。采取新建改

扩建学校、实施标准化建设、提高公用经费等方式，全力保

障残疾儿童少年入学权利，全市形成了“以特殊教育学校为

骨干、随班就读和特教班为两翼、送教上门和社区服务为补

充”的特殊教育办学格局。特殊教育学生生均公用经费提高

到每生每年 4200 元，全市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稳定在 95%以

上。（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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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政局四举措加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今年以来，市民政局创新体制机制，采取得力措施，全

面加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全市困难群众救助工作呈现出良

好态势。

一是强化建章立制。上半年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

件，在全省地级市中率先制定出台《临沂市社会救助办法》，

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通知》、《关于进

一步做好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及《关于进一步做好五

保供养工作的通知》，积极构建社会救助政策的主框架。

二是创新体制机制。建立了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为召集人

的市级社会救助联席会议制度，强化了对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工作的组织领导、沟通协调和安排部署。加快推进“一门受

理、协同办理”机制建设，召开了全市“一门受理、协同办

理”机制暨“救急难”工作现场推进会，目前已有 5 个县区

制定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的工作规范及办理流程；

10 个县区在乡镇（街道）设立“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社会

救助综合服务窗口 100 处。

三是强化信息化建设。在全市统一推进社会救助管理信

息系统建设，实现与住建、人社、工商等相关部门信息数据

的整合对接，保障了申请对象各类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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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救助程序公开、透明、高效。

四是做好专项救助工作。起草了《临沂市医疗救助实施

细则》，目前正在搭建市级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平台。

上半年，共实施医疗救助 5400 余人次、发放救助金 800 余万

元，实施临时救助 11819 人次、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1296.7

万元。（市民政局）

临沭县积极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近年来，临沭县以满足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提升老年人

生活质量为目标，积极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养老服

务逐步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

一是全力扶持，做强政策保障。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

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城市社区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在用地保障、供电、

供水、供气、通信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支持

各镇街及个人、企业、社会团体等参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

二是强化投入，做大建设格局。设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财政专项资金，不断加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力度。投资

2000 余万元，建设了集社会养老、五保供养、孤寡优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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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城市“三无”人员供养、流浪乞讨救助、儿童福利等

于一体的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投资 3300 余万元，对全县 10

处镇街敬老院进行改造提升，目前已改建完成 3 处。

三是创新模式，做细养老服务。在提升机构养老服务的

同时，积极发展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服务，健全养老服务体

系。目前，全县已建成 18 处农村幸福院、7 处城市社区日间

照料中心。同时，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开展养

老服务。由马站骨科医院筹办的马站幸福养护院，总投资 100

万，设计床位 80 张，目前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即将投入运

营。

四是完善制度，做优养老保障体系。健全以社会保险、

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着力构建

“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目前，全县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 21.1 万人，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缴费 52.8 万人，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到 370

元/月/人、2600 元/年/人，低保覆盖率达 4.1%。（临沭县政

府）

沂南县积极试点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

为全面深化水利改革，创新水利工程建后管护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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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水利工程“重建轻管”局面，沂南县积极试点水利工程

产权制度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一是探索公益性大中型水利工程市场化管护运行机制。

沂南县最大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寨子水库水厂，是总投资

6000 多万元的万吨级水厂，管网覆盖 4 个乡镇（街道）、涉

及 120 个村庄、近 11 万农村人口。针对水厂建成后水费征收

困难、入不敷出、工程管理运营陷入因境的现状，沂南县在

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和不增加政府负担的基础上，积极探索

分离工程所有权和工程管护经营权，将工程管护经营权推向

市场，成立了专业供水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目前，水厂

运行效果良好，既保证了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又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2015 年，高湖水库水厂、双堠水厂和张庄水

厂 3 座农村规模化标准水厂即将建成并投入使用，沂南县将

在认真总结寨子水厂管护运行工作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进

一步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主导和协调作用，把水厂管理全面

推向市场化。

二是强化农业园区在水利工程管护运行中的主体地位。

在水利工程实施过程中，积极吸纳农业园区参与项目建设和

经营，由园区派出管理人员，全程参与工程建设，熟悉管网

路线及操作规程，确保园区做到清楚管网、懂得操作、能够

排查，为后期工程管理及维护打好基础。在铜井镇马泉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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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休闲示范园投入高效节水灌溉财政专项资金 1100 万元，

配套安装微喷设备 4 万余套，发展微喷灌溉工程 0.6 万亩，

已经成为全市最大的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和休闲农业示范园

区。

三是尝试小型水利工程“产管分离”和“以水养水”滚

动发展模式。以往，政府或者村集体投资建设小型水利工程，

建成后产权都移交村集体转为集体产权，但存在“监理不到

位、效益发挥难”的问题。2014 年，依汶镇小农水项目水利

工程完工后，在将工程产权移交村集体的同时，由水利部门

引导，鼓励用水户、用水协会组织向村集体缴纳部分保证金

后，签订管护运行协议，成为水利工程管护主体，在保证工

程安全良性运行的基础上，分离水利工程所有权与管护权，

盘活经营权和收益权，尝试“以水养水”滚动发展的新路子，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目前，全县已经签订管护协议 32 份，落

实 46 处小型水利工程管护主体，小型水利工程在今年春夏旱

季发挥了很好的抗旱作用。

四是充分调动农民参与水利工程管护运行的积极性。县

长虹岭供水协会成立之初，采用单村供水模式，未形成规模

效益，实际收费难以满足工程养护、电费和运行支出，运转

出现了经费困难。为降低管理成本、扭转亏损局面，协会以

本村泵站为依托发起成立供水协会，延伸供水管网向周边村



- 8 -

庄供水，在投资增加很少的情况下，成倍扩大了供水规模，

降低了单位供水成本，当年就实现了收支基本平衡。在以后

的运行过程中由于水质好、水量充足，价格适中，周边乡镇

争相申请加入，先后接管、改造 12 处“村村通”供水工程，

并入协会供水管网。目前，该协会已拥有联村供水服务部 6

处，发展沂南、河东两县区 16 个村庄会员 1 万余户，受益人

口突破 4 万。（沂南县政府）

2015 年 1-6 月份民生工作简报投稿用稿情况

单位：篇

县区（部门） 投稿情况 用稿情况

兰山区政府 37 5

罗庄区政府 8 3

河东区政府 14 5

郯城县政府 8 5

兰陵县政府 10 1

沂水县政府 -- --

沂南县政府 38 5

平邑县政府 14 7

费县政府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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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阴县政府 34 8

莒南县政府 4 1

临沭县政府 10 5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2 1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28 3

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9 2

市教育局 13 1

市民政局 83 11

市人社局 27 4

市住建局 13 3

市城管局 9 4

市交通运输局 16 6

市水利局 11 2

市农业局 -- --

市商务局 -- --

市文广新局 6 1

市卫计委 -- --

市环保局 -- --

市体育局 -- --

市食药监局 4 2

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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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房产局 1 1

市扶贫办 -- --

市综治办 -- --

市残联 14 --

市国土资源局 11 3

市园林局 1 1

市工商局 1 --

市质监局 4 --

市编办 1 1

市老龄委办 2 1

市公安局 -- --

市林业局 -- --

市公路局 -- --

市两型办 -- --

市安监局 -- --

市综治办 -- --

市信访局 -- --

市畜牧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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