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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正观新
闻·郑州晚报记者 董
艳竹）记者昨日从省总
工会获悉，根据全省
“关爱你我他（她）·温
暖千万家”行动实施
方案，为助力疫情防
控，省总工会在今年
省、市、县三级工会投
入 8923万元疫情防控
专项资金的基础上，再
向有关省辖市、高校、
医院下拨477.5万元抗
疫资金，用于慰问抗疫
一线职工和帮扶困难
职工。

加大困难职工送
温暖帮扶力度，在今年
已下拨 1071.5万元资
金为困难企业职工、技
术工人和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免费体检的基
础上，于近日分两批各

下拨 1274万元为上述
人员开展免费体检，惠
及人员 10万名；在今
年已拨付 6144万元困
难职工帮扶资金和送
温暖资金的基础上，年
底前还将再下拨 2560
万元，用于支持对环卫
工人免费早餐、户外劳
动者爱心驿站建设、困
难职工帮扶等。

与此同时，全省各
级工会也将建立健全
梯度帮扶、帮扶送温暖
协调等机制，保障疫情
防控期间困难职工基
本生活，确保脱困户不
出现大规模返贫返
困。各级工会还将充
分发挥12351职工服务
热线作用，畅通职工诉
求表达渠道，帮助职工
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本报讯（正观新
闻·郑州晚报记者 鲁
燕）为积极响应郑州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要求，进一步畅通就
医渠道，全力保障群
众就医需求，昨日“社
工精英线上服务团”
联合河南省胸科医
院、河南省儿童医院、

郑州人民医院等 8家
有医务社会工作者的
医疗机构又开通了 8
条医务专线，为有医
疗需要的居民提供医
疗政策咨询、居家用
药指导、医疗资源链
接、患者帮扶转介等
服务，满足群众治疗、
用药等方面的需求。

“社工服务天团”
又增8条医务专线，有需求请拨打
提供医疗政策咨询、居家用药指导、医疗
资源链接、患者帮扶转介等服务

省总工会再拨477.5万元
慰问抗疫一线职工和帮扶困难职工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李娜）昨日，记者从省政府获
悉，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
疫情期间困难和特殊群体关心
关爱工作的通知》，我省将采
取八项措施，切实兜牢

基本民生保障
底线。

我省将建立完善低收
入人口数据共享长效机制，
加强部门之间数据互联互
通，通过信息比对主动发现
救助对象。充分发挥基层
组织和社会工作服务站的
作用，形成社会力量广泛参
与的主动发现队伍。畅通

省、市、县三级救助服务热
线，提高办理效率和质量，
实现困难群众早发现、早干
预、早帮扶。乡镇（街道）要
及时开展困难群众状况集
中排查。村（社区）要将走
访、发现需要救助的困难群
众作为重要工作内容。

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
监测和救助帮扶，完善低收
入人口认定措施。对最低
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
残人员、重病患者等特殊困
难人员，可依规单独纳入低
保范围；对外出务工、返岗
复工的低保对象，在计算家

庭收入时按照务工地城市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30%扣
减务工成本；对就业后家庭
人均收入超过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的家庭，可给予不超过6
个月的渐退期。各地可根据
疫情防控形势决定暂停最低
生活保障对象退出工作。

对基本生活出现困难
的非本地户籍流动人口，由
急难发生地实施临时救助，
乡镇（街道）可先行救助，事
后补充说明。适时启动社
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
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实行
“扩大保障范围、降低启动
条件”政策，将最低生活保

障边缘人口阶段性纳入价
格补贴范围，将启动条件中
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单月同比涨幅由 3.5%降到
3%，执行期限至2023年3月
底。对遭遇重大困难导致
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群众，
可采取“一事一议”方式进
行救助。

困难群众救助资金要
专款专用，统筹用于低保、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
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孤
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
障等基本生活保障支出。
每月 10日前将当月救助资

金通过“一卡通”系统发放
到位，并提前做好2023年困
难群众救助资金预算工
作。提高残疾人“两项补
贴”标准，自 12月 1日起，分
别由每月每人不低于 60元
提高至不低于75元。

政府购买心理疏导
精神慰藉等服务

引导慈善组织、志愿服务组
织等各类社会组织加大对社会
救助的支持力度，积极帮助困难
群众渡过难关。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等方式和基层社会工作站，
支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社会工
作者为救助对象提供心理疏导、
精神慰藉等服务。建立志愿服
务协调机制，提供需求信息，引
导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及时
有序开展活动。

建立完善低收入人口数据共享长效机制

重残、重病人员可依规单独纳入低保范围

适时启动救助标准与物价挂钩联动机制

困难群众救助资金每月10日前发放到位

支持救助保护机构
做好临时监护

指导村（居）委会做好散居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
儿童走访慰问工作，及时发现和
救助因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
的未成年人；依法对父母及其他
监护人或被委托照护人不能完
全履行监护和抚养责任的未成
年人进行临时监护；支持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机构做好临时监护、
临时照料咨询、转介服务、个案
跟踪、资源链接等工作。

将养老院等纳入
疫情联防联控机制范围

将养老院、社会福利院、救
助管理站等民政服务机构纳入
当地疫情联防联控机制范围，协
调解决民政服务机构在防疫物
资、核酸检测、集中隔离场所设
置、应急转移安置、就医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

制定发放生活保障
和看病就医“明白卡”

指导社区建立健全主动发现
机制，完善社区服务应急响应预
案，组织各方力量增加逐户走访密
度，及时掌握辖区内困难和特殊群
体生活状况；建立关爱帮扶机制，
针对社区孤寡独居老人、孤儿和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儿童、残疾
人等特殊群体，制定发放生活保障
和看病就医“明白卡”，明确专人做
好生活物资配备、药品配送、重点
人群照料等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
走访慰问、心理疏导等关爱服务。

省胸科医院 宋社工
17703710702 14:30~17:30
省儿童医院 帅社工
13939863759 9:00~17:00
郑州人民医院 姚社工
18239904966 9:00~17:00
郑大三附院 徐社工
18317580508 9:00~17:00
郑州市中心医院 宋社工
15039068189 9:00~17:00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时社工
18737135846 9:00~17:00
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田社工
17513309172 9:00~17:00
南曹乡卫生院 杨社工
18003866959 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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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八项举措关心关爱疫情期间困难和特殊群体

下月起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
提高至每月每人不低于7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