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困难群众的生活保障问题，

历来为旗委、政府高度重视。2019

年，我旗被自治区列为 15 个旗县

社会救助综合改革试点旗县之

一，民政部门迅速行动，下大力气

研发智能救助系统，对全旗各项

救助政策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进行

推进和完善，形成政府主导、部门

联动、政策衔接、互为补充的“大

救助体系”。

网上审批更快捷

家住白塔社区紫御花园公租

房的赵某强一家，本人因为脑瘤影响了视力，妻子不识字，在

申请低保时遇到了困难。过去，我旗申请社会救助时，需要进

行纸质填写。由于申请救助对象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受理人

员指导一个对象填完这些表格需要三四十分钟。如果材料不

齐，群众还要来回奔波。在全面实行社会救助网上无纸化审

批后，申请人可通过社会救助智能平台，本人或委托代理人

通过关注“达拉特旗民政局”微信公众号，在信息查询栏“自

助申请”，直接填写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上传相关

佐证材料后，系统会根据户主的身份证号自动生成一个二维

码，将申请人填写的相关信息上报到系统终端。调查人员通

过民政执法平台进行入户调查，符合拟保条件的，进行民主

评议、公示，无异议的，苏木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在系统

中签署审核意见后，上报民政局审批。民政部门经过智能化

系统及进一步优化简化社会救助审批流程，将最低生活保

障、特困人员供养、支出型临时救助审核审批时限由过去 37

个工作日压缩至 10-15 个工作日。在社区民政工作人员帮助

下，赵某强不到 15 天就申请到了低保救助。

社会救助无纸化审批智能系统的开发，减少了不必要

的中间环节，经办人员可随时快速查询系统中救助对象的

电子档案材料，包括在享对象的基本情况、审核审批情况、

动态管理情况、救助金支出情况、获取救助的条件等。社会

救助自助系统的开发，为困难群众提供一个绿色渠道，让

信息多跑路，困难群众少跑腿，真正打通保障民生的最后

一公里。

统一受理救助更全面

家住白塔北社区的贾某四级残疾，丧失部分劳动能

力，于 2008 年 8 月被认定为低保户。今年以来，民政干部

与第三方机构在入户走访中发现贾某不仅劳动能力基本

丧失，而且上小学的孩子一直在发高烧。民政干部让贾某

及时向街道申请临时救助，从多个方面帮助她战胜困难。

今年以来，我旗全面推行低保、特困、临时救助统一受

理、审核的工作模式，救助对象通过苏木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设立的“社会救助服务窗口”或达拉特旗智慧救助

平台自助申请系统申请后，经苏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审核，认为符合条件的，委托给第三方核查机构开展入

户核查。根据第三方机构的核查结果，符合哪类对象给予

哪类救助。改变了过去只单线申请某项社会救助，而忽略

其它方面救助，实现了各项救助政策相互衔接、互为补充

的救助格局。

同时，将苏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救急难”审批

权限由过去的 3000 元增加至 10000 元，进一步提高救助

能力和效果。

随时评议更快捷

申请社会救助，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需要召开民

主评议会议。现在很多评议代表在农村，特别是农忙季节，

民主评议会议很难召集，拖延了审核、审批时间，会产生很

多困难家庭得不到及时救助的问题。近年来，随着低保规

范化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但仍有

群众对低保政策不了解、不理解，单纯的政策宣传并不能

让群众对现行的低保政策产生认同感，只有让他们参与进

来，在低保认定和管理的各个环节与他们产生互动效果，

才能让群众对低保政策有更加清晰的认识，进而提高他们

的满意度。

近日，一场座谈会在风水梁镇乌兰壕村委会召开，村

“两委”班子、群众代表、低保户代表、镇政府民政助理、民

政局分管干部、第三方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大家就低保户

的认定、低保资金如何才能准确发放到低保户手中、五保

户认定、临时救助政策、低保办理程序、第三方服务以及特

困人口的救助效果进行了热烈讨论。这样的座谈，一方面

面对面宣传了党和政府的社会救助政策，另一方面让低保

户、群众参与进来，让他们变成参与者与宣传者，提高了群

众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同时，参加民主评议的代表可以通过民主评议信息化

子系统，对入户调查相关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进行表

决，系统会自动将评议代表的表决意见汇总上传至系统终

端，经办人员根据表决结果进行张榜公示。民主评议信息

化子系统的开发，解决了评议代表叫不齐或有事来不了的

问题，代表可以随时随地做出表决决定，节省了审核、审核

时间，提高了办事效率，增强了社会公信力与困难群众满

意度。

纪检催办更高效

困难群众是弱势群体，他们发出的声音往往很微弱，

为使困难群众在最短时间内发出救助声音，及时获取救助

资源，今年以来，我旗在达拉特旗智慧救助平台基础上延

伸了网上催办功能，实现与旗纪检监察 e 平台系统有效衔

接，纪检部门参与社会救助监管，督促各苏木镇、街道办事

处在审批时限内做出审批决定。

社会救助是一项以保民生、促公平为宗旨而实行的托

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事关困难群众衣

食冷暖，对于调整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

定，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具有重要意义,我旗综

合性救助信息平台的建设，不仅有利于提高社会救助工作

效率，大大缩短救助核对等环节的时间；还有利于体现社

会救助的公平性，避免重复救助和救助遗漏；更有利于整

合“碎片化”救助资源，实现困难群众应保尽保。

本报记者 吴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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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韩茹王雄） 8 月 26 日，树

林召镇树林召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抗疫

先锋表彰大会暨意识形态宣传文艺汇演，向

疫情防控期间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

人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希望受表彰者再接

再厉、一如既往支持树林召村的工作，号召村

两委班子、全体党员及父老乡亲向他们学习，

以他们为榜样，团结拼搏、共创佳绩。

2020 新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蔓延全球，广大党员干部、医务工作

者、社区干部、农村基层工作者积极响应号召，逆流而上，

纷纷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战役中来。树林召村共设置 19 处

堵卡点，广大党员干部、村民主动参与堵卡任务，对外来返

乡及务工人员逐一排查、登记，经过 40 多天的紧张工作，

圆满完成了疫情防控工作任务。疫情期间，还收到各级干

部、村民以及党员缴纳党费支持抗疫的捐款共 31988 元。

东达集团志愿者张春芳接到通知后，第一时间带领集

团十余名党员到树林召村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因车辆限

行，他们每天步行或骑自行车去执勤。当时正值寒冬，村民

王占为为保证堵卡点工作人员有个温暖的工作环境，连续

一个多月为堵卡点生火炉，从未耽误过一天。他们从未喊

过一个“累”字，圆圆满满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像他们

这样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的，还有很多很多。

为进一步激励先进、弘扬正气，本次大会共表彰先进

个人 21 名、最美志愿者 4 名、先进集体 3 个、优秀社长 2

名、先进社区工作者 1 名、优秀村干部 1 名，并向东达集团

赠送了锦旗。

会后还举行了意识形态宣传文艺汇演。

社会救助智能化 按下便民服务快捷键

近日，恩格贝镇新圪旦村四社的农田里，成片成片的向日葵竞相开放，笑脸相迎，在阳光的映衬下满眼

金黄色的鲜花，炫彩夺目，形成了壮丽的葵海景观。今年，新圪旦村种植葵花 余亩，预计亩收入在

元左右，比玉米每亩纯收入增收大约 到 元左右。（武丽琴 摄影报道）

葵 花 笑 脸 扬

（上接一版）在乔振军的悉心照顾与不断开导下，

2017 年，杨学军的病情开始慢慢好转。他们的儿子也于

当年结婚，只是欠下了十几万元外债，但夫妻俩并不怕，

他们坚信：只要双手还在，就能够还上外债，也一定能够

走向小康。

因带妻子外出看病，乔振军家的小卖部经常停业，

生意每况愈下，被迫关闭。夫妻俩到底干点啥来还外债、

奔小康？2018 年，经过反复思量，他们最终决定养母猪，

这样既能卖猪仔，还能把猪仔育肥后卖生猪。可此时又

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养殖资金从哪来？只要勤劳肯干，

外债就能还上，日子就有奔头，同样的信念再次点燃希

望。夫妻俩再次举债，终于凑够了养殖启动资金。

2018 年 5 月，乔振军、杨学军用东借西贷凑起的近

7 万元，建起了 2 栋占地面积 270 多平米的猪舍，购买

了 6 头怀孕母猪和 1 头种公猪，正式搞起了养殖。2018

年 6 月，母猪陆续开始产仔，先后产仔 60 多头。“虽然

2018 年猪肉价格很低，但 60 多头猪仔喂到冬季出栏还

卖了 11 万元，纯收入有 5 万多元，比过去开小卖部收入

要高点。”乔振军说。

2019 年 3 月份，乔振军家又购买了 3 头母猪，增

加到 9 头；新建了 1 栋占地面积 170 多平米的猪舍。这

一年，他家共卖了 50 多头猪仔、70 多头生猪，销售额

近 40 万元，纯收入 25 万元，一下子还清了过去所有的

债务，第一个奋斗目标在日夜辛劳中顺利实现。还完

债务后，夫妻俩手中还剩下几万元，但他们舍不得为

自己添置一件新衣，他们要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向着

小康奋进。

较好的市场行情和较高的养殖效益，更加坚定了乔

振军、杨学军夫妇养猪致富的信心。2020 年，他家一次性

又购买了 12 头母猪，增加到 21 头；新建 1 栋占地面积

270 多平米的猪舍，并配备了多套母猪产床，专门用于母

猪产仔和哺乳。“2020 年效益不错，春季猪仔卖了 9 万多

元、生猪卖了 10 万多元。现在还有 10 来头生猪、90 多头

猪仔，秋冬季节还会产仔，全年纯收入估计有 30 多万

元，我们家也能奔小康了！”乔振军高兴地说。

规模连年扩大、收益连年增加，是乔振军、杨学军夫

妇用多倍的辛苦和汗水换来的。“没有辛勤付出，哪会有

丰厚回报。每天早上和下午六点半分别喂一次猪，几年

来雷打不动，哪怕我们不吃饭也不能让猪饿着；母猪产

仔时，必须有一人一直呆在产房里，随时处置突发情况，

保障母猪安全，提高猪仔成活率……”杨学军慨叹道。在

养猪致富奔小康的这条路上，乔振军、杨学军夫妇付出

了太多辛苦，个中滋味只有他们自己清楚。

心中有光，希望就在前方；辛勤苦干，梦想终会花

开。乔振军、杨学军夫妇用信心撵走了困难、用勤劳战胜

了贫穷，富裕幸福的好日子正在向他们招手。

养 殖 保 险 为 养 殖 户“ 保 驾 护 航 ”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在我旗范围开展畜牧养殖

保险，针对全旗范围内规模化养殖的肉牛、骆驼、马匹

开办保险承保业务，为养殖户们提供最高 10000 元保

障；在展旦召苏木、树林召镇、王爱召镇、白泥井镇、吉

格斯太镇、风水梁镇开展政策性育肥猪、政策性能繁母

猪、政策性奶牛养殖保险，为每头育肥猪、能繁母猪分

别提供 800 元和 1500 元保障，养殖户每头育肥猪投保

保险费仅 8 元，能繁母猪投保保险费仅 18 元，奶牛养

殖户每头奶牛缴纳 100 元便可享受 10000 元保障。生

猪、奶牛养殖投入大、规模养殖牲畜密度较大、风险较

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为养殖户保驾护航，为牲畜因疾

病和意外死亡提供风险保障，降低养殖户灾害损失。

投保人保财险，只需您一个电话我们便会为您提

供便捷周到的服务。

咨询热线 0477-5217902。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达拉特旗支公司

2020 年 8 月 10 日

2020 年度政策性农作物种植业保险投保已经截

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强农惠

农和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按照中央、自治区及市、

旗多级政府要求，遵循“不赢不亏”原则积极做好政策

性农险防灾减损及保险理赔工作，发挥公司防灾减

损、加快灾害恢复生产的作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达拉特旗支公司将继续加强保险深度，强

化依法经营，按照“惠农政策落地、保险服务到位”的基

本思路，通过承保理赔“两到户”的途径，积极构建志农

惠农体系，为我旗三农、扶贫工作尽责。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达拉特旗支公司宣）

中国人民保险心系百姓 实惠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