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我说
本报 1月 15日讯 15日下

午2时至3时30分，济南市民政
局局长张苏华带领民政局部分
处室负责人作客本报，与读者
面对面交流、接听热线咨询。短
短90分钟，市民通过电话、网络
共提出了2000多个问题，其中
低保、救助和退伍军人安置以
及居家养老等问题是关注的热
点。

15日下午2时至3时30分，
济南市民政局局长张苏华作客
本报“两会时间·与局长面对
面”，和 1 0名市民代表当面交
流，并接听了热线，回答了网友
的提问，对于市民关心的问题，
张苏华一一作了解答。

而另外一边的呼叫中心，
济南市民政局相关处室负责人
已忙得不可开交。刚挂上一位
市民的咨询电话，救助站的鞠
臣主任还没来得及喝口水，就
又接起了下一个市民来电。而
社会事务处于兆伟科长干脆两

个电话座席轮着跑，忙得不可
开交。平阴市民王广金打进来
电话第一句话就是：“终于打通
了，电话太热了。”

下午2时45分，张苏华结束
和市民代表的面对面座谈后，
也来到本报呼叫中心，接听起
市民的电话来。她一边接听一
边记录，把市民反映的问题写
成条子，递交给相关处室负责
人办理。接听电话结束后，张苏
华又对本报网友提出的问题进
行了一一解答。

短短的90分钟很快就过去
了，共有2000余个热线电话打
进来，网上有 3 0 0多条网友提
问。其中关于低保问题和退伍
军人安置优抚政策询问，以及
救助问题的咨询占了大多数。
离开呼叫中心时，热线电话仍
然响个不停。张苏华停下脚步，
对身后相关处室负责人说：“还
有电话没接完，别急着离开，接
完了再走。”

“客套话就不听了，我最希
望大家开门见山地说，有啥难
事和意见，请大家直接对我
说。”15日作客本报“两会时间·
与局长面对面”时，济南市民政
局局长张苏华面对10名市民代
表，非常坦诚地说，这次机会非
常难得，不想只听客套话，而是
想听听老百姓的心里话。

张苏华说，民政工作涉及
千家万户，与各家利益息息相

关。新的一年，大家对低保、优
抚、婚姻登记、社区建设有什么
意见要求，尽管说。“说实在的，
我特别愿意听听基层老百姓对
民政工作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建
议。我们做得到位不到位，做得
及时不及时，党和政府的一些惠
民政策落实没落实到老百姓身
上，落实得怎么样？有什么建议、
意见、要求，或者你认为我们工
作当中还有哪些工作做得不

足……什么都可以，直接说。”
张苏华坦诚的表态，让在座

的市民代表放松了下来。大家纷
纷打开了话匣子，从低保到社会
救助，从养老到社会保障，张苏
华拿着本子认真地记录着，不时
地点头。当仔细听完市民代表发
言后，她对市民的疑问进行解
答，并现场要求相关处室和居民
代表对接好，一定要解决关乎市
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局长张苏华———

拿着本子仔细记
“于科长，到我这儿接个

电话”……15日下午，在民政
局相关负责人作客本报与
读者面对面交流、接听热线
的一个半小时过程中，热心
读者共打进 2 0 0 0多个咨询
电话，其中关于婚姻、收养
方面的疑问不在少数，这可
忙坏了民政局社会事务处科
长于兆伟。

整整一个半小时，于兆
伟来不及喝一口水，即使毫
不间断地接听，屏幕上热线
提示的标志还是不停跳跃，
忙得于兆伟满头大汗，最后
不得不将薄薄的一件外套
也脱掉。
“于科长，这个读者是咨

询收养问题的，好像很急，你
快来给解答一下。”于兆伟正
在解答一个殡葬方面的问题，
手头的电话还没有放下，坐在
门口接线的同事就迫不及待
地冲他吆喝，放下电话，他三
步并作两步，一把抓过同事手
中的耳麦，“喂，有什么问题请

讲。”
对于这样的马不停蹄，于

兆伟似乎早已习惯，“平时上
班在办公室，电话也像热线一
样。”于兆伟告诉记者，自己的
工作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贴
得最近，大家打电话都是咨询
性的，每个老百姓面对的生活
中的难题各不相同，也很实际

具体，“能为他们做点事我很
高兴。”于兆伟说。

社会事务处于兆伟科长———

跑来跑去电话接不停

年底完成乡镇

路口地名牌设置

我们镇上的道路名字不
是太统一。有市民提出如何解
决这个问题。

针对有市民询问乡镇一
级路牌设施不十分完善的问
题，济南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
处长陈淑毅表示，今年地名部
门将加大对乡镇地名标志的
设置力度，争取到年底基本完
成乡镇路口地名牌设置，“做
到每个路口都有明显的地名
标志。”

是否吃低保

和年龄无关

章丘的张宝富咨询，他今
年50岁，儿子20多岁重度残
疾，他不能离家打工，生活来
源无法保证，想申请低保又觉
得年龄不够。

市民政局的李晓南解释
说，申请低保没有年龄限
制，主要看家庭的收入情
况，在持有当地户口的前提
下，城市居民共同生活家庭
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 3 6 0

元，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低
于1320元就可申请。

张宝富的情况，应该先写
成书面材料交到村委会，由村
委会交到镇民政办，工作人员
入户核实调查属实即可报章
丘市民政局，20多个工作日
就可以通过审批。

鼓励登记

现场念颁证词

市民刘英咨询，1月 1 3
日，民政部向婚姻登记机构推
出四种版本的结婚登记颁证
词，不知这种颁证在济南是否
已经实行？

对于刘英提出的问题，民
政局社会事务处的于兆伟科
长表示，民政局一直鼓励新人
在登记现场举行颁证仪式，这
样既节俭大方，又多了一分庄
重，增加新人婚姻家庭的法律
意识和责任意识。

拿户口迁移证

也可领结婚证

市民张女士询问，自己拿
着户口迁移证能否与男友领
到结婚证。

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的
科长于兆伟表示，只要本人所
持户口迁移证在有效期内且
内容清晰可辨，同时两人中有
一人是济南本地的，那么拿着
户口迁移证和身份证就可以
领到结婚证。如果户口迁移证
过期或者有看不清的地方，则
需要重新开具一份户口迁移
证。

设立禁讨区

还不够成熟

不少市民反映在长途汽
车站、泉城广场等人员较多的
地区，有些流浪乞讨者拦车或
者跟踪行人行乞，希望救助站
进行救助。

救助站事务处工作人员
鞠臣解释，目前救助站救助对
象主要是“三无”人员，救助部
门不能对这部分人员强行进
行救助。

推广流浪乞讨人员辖区
责任管理有些困难，而在市内
设立“禁讨区”还不够成熟。市
民如果遇到拦车行乞、当街行
乞者，可拨打济南市救助站的
免费求助电话8008606115，
引导并接受救助。

热线答疑摘选

张苏华动情说感受

老百姓

更需要

对话空间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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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与局长面对面

市民政局局长张苏华昨来本报与市民交流并接听热线

有啥难事和意见，请大家直接

“一个半小时的活动，
时间还是太短了。”15日下
午，济南市民政局局长张苏
华与市民代表、网民交流结
束时，非常遗憾地表示，普
通百姓需要解决的实际困
难多，他们更需要对话空
间，希望将来再到齐鲁晚
报，和市民进行面对面交
流。

到下午 3点半活动结
束，张苏华的笔记本上记录
了数十个问题，但仍感到意
犹未尽。“我特别愿意通过
这种方式与百姓交流。感谢
晚报给我们搭建的这个平
台。”张苏华说。她扳着手指
说，“你看，如果在平时，一
个居民遇到问题，他得逐级
反映。先反映给居委会，再
上报办事处，然后上报到区
民政局，再到市民政局……
要很多层才能到我这里。中
间要耽误多少时间呀！”
“我们民政工作者对工

作对象有一分特殊的责任，
其中大部分服务对象是弱
势群体，我们要做的就是保
障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干的
就是雪中送炭的活儿，不是
锦上添花。我们今后也会加
大与百姓的沟通力度。”

独居、空巢老人

明日泉城广场

可领“一键通”

20万公益金

惠及6所敬老院

济南市民政局近日开
展了一系列“送温暖、献爱
心”活动。济南福彩出资20
万元，走访、慰问了 6所敬
老院，给敬老院的老人送去
了寒冬里的一分温暖和一
片爱心。

1月12日至14日，济南
市民政局副局长杨忠礼、济
南市福彩中心主任徐永贵
一行，分批对平阴县东阿镇
敬老院、长清区五峰山敬老
院和文昌敬老院、章丘市官
庄敬老院等 6所敬老院进
行走访慰问，并为这些敬老
院送去了总计20万元的福
彩慰问金。

“有很多社区老年人都需要
居家养老服务。”第一个发言的
市民代表是“小巷总理”陈叶翠，
由于长期在基层工作，她最了解
社区老年人的需要。她坦言，自
己心里老是放心不下居家养老
政策，担心这个养老方式会做不
长久。

张苏华说，“说实话，去年民
政在居家养老的资金上，都是依
靠福利彩票的公益金支持。”不

过，从今年起居家养老资金将纳
入政府财政预算，将会有300万
元的财政资金支持。同时，民政
公益金也会再拿出一部分资金，
进一步扩大居家养老服务的试
点范围，在全市城区各街道推开
居家养老。

张苏华说，今年民政部门将
会更加扶持养老机构的发展，包
括居家养老在内的养老服务方
面的投入将达1000万元左右。

财政300万元支持居家养老

低保、五保等救助标准是困
难群体比较关心的问题。不少网
友问张局长，今年的低保等方面
有无新政策出台。

张苏华通过网络进行了详
细解答，她说，“今年城市低保标
准是由330元提高到360元；农村
低保由1200元提高到1320元。城
市低保是一个月由 3 3 0元提到
360元，农村是一年由1200元提
到1320元，每月增加10元，都是
从2010年的1月1日开始执行。”

张苏华还说，今年民政局要
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五保
供养和分类施保标准都将提高。
其中，集中供养标准提高到2800
元每年，分散供养标准提高到
1800元每年。谈到分类施保，她
说，这是针对低保家庭中高龄老
人、重度残疾等特殊困难家庭的
一项救助制度，在每月领到低保
金的基础上增加分类施保救助
金。今年我们将提高这一救助金
额，近期会出台有关文件。

集中供养提到每年2800元

居民代表陈叶翠表示，她所
在的社区尝试了普通社工和专
业社工的结合，“得让真正有专
业素养的社工进入社区。”她说。

陈叶翠的“社工谈”得到了
张苏华的共鸣。去年民政部门搞
过专业社工试点，在福利院、殡
仪馆、精神病院和救助站，采用
政府购买专业社工岗的方式，由
专业社工提供服务。“原来我觉
得照顾福利院的老人孩子，用不
着本科甚至研究生，但他们去了

真不一样，除了物质，专业社工
更多是提供精神和心理抚慰。”
张苏华说，她自己也经历了思想
上的转变。

张苏华说，“今年将考虑拿
出更多资金购买专业社工岗，放
到社区、医院等，扩大专业社工
服务的领域。”她表示，这在一定
程度上也开辟了一条解决就业
的路子，“让有专业的人就业，让
更多有需求的人享有更好更高
的专业服务。”

拿更多资金购买专业社工

“我们辖区有一个孤老户，
今年刚60岁，他在几年以前偏瘫
了，我们现在已经报到区民政局
了，是不是能抓紧时间把他纳入
我们的敬老院里？”七里山街道
七东社区党总支书记田宝明，带
着社区热心居民马春媛来和局
长见面，想拉一拉社区孤寡老人
聂振江的生活问题。
“什么时候报到民政局的？”张

苏华边记录边问。马春媛说，这位老
人膝下没有子女，还患有精神病、偏
瘫等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社区居

民都很关注老人的生活，希望他能
够有一个平安、温暖的晚年。”
“这个老人吃低保吗？”张苏

华又问道。马春媛回答，“吃低
保，但他现在生活全指望街坊邻
居。我们想还是尽快把他送到养
老机构里去有人照顾。”

张苏华点点头，扭头对负责
社会福利事务的社会福利处副
处长李玉山说，“你抓紧跟福利
院联系一下。孤寡老人的问题不
能拖，咱别管什么情况，你尽快
和他联系。”

“要抓紧和福利院联系解决”

年近六旬的市民田桂芳带
着问题对话张苏华局长。田桂芳
开办了22年的“中国书画装裱工
艺学院”因为名称中开头是“中
国”二字，根据有关条例，这种情
况需要到民政部登记。

由于市民政局民办非企业
管理处的王处长没在场，张苏
华当即告诉工作人员，“给王处
长打电话！让他给解答一下。”
接着，工作人员拨通了王处长
的电话。在作出解答后，工作人
员又将这一解答转述给田桂

芳：“按照 1 9 9 7年实施的有关
登记条例，凡开头是‘中国’的
就必须去民政部登记，开头是
‘山东’的就得到省民政厅登
记，开头是‘济南’的就能在本
地登记。”而且，工作人员还给
出了解决方案，“在学院全称前
边加上‘济南’二字就能顺利在
济南登记了。”

田桂芳说，她回去再考虑考
虑名称改动的事儿，“局长帮忙
打电话联系解答，这事儿能不能
办成，都挺感谢的。”

“赶快打电话咨询登记问题”

■局长现场答民生■

1月17日上午10时，济
南市民政局等单位将在济
南泉城广场举行虎年敬老
献爱心“贴心保姆一键通”
大型公益助老仪式。

据了解，凡济南市户
口、年龄60岁以上，因病不
能自理的独居老人（凭老人
身份证及所在街道办事处
或居委会证明）；年龄75岁
以上的空巢老人在此次活
动中可获赠“贴心保姆一键
通”一台（市民可在活动当
天现场办理手续；也可在1
月17日—2月13日到济南
市大纬二路68-1号四楼办
公室办理手续；同时开通了
服务热线电话：400-658-
6288；安装咨询热线电话：
67882688）。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杨凡 赵恩霆 王光照
刘爽 采写
摄影 本报记者 徐延春

▲于兆伟没来得及喝一口水。

“不去敬老院就在家享五保”
早上6点从章丘赶来的煤矿工

人任德亮拿着一摞材料来找局长。
“我老舅是埠村镇月宫村的

五保户，2000年9月得了肝硬化
腹水，治病花了1万多块钱了。村
里给了2000块钱还和我们签了
个协议，以后的事儿都不管了。”
任德亮有点激动。
“慢慢说。你舅舅有‘五保

证’或者‘低保证’吗？你们签的
协议是什么内容啊？”张苏华问。
“我也不太清楚，反正他没

有孩子，都是我管他。协议是我
和我母亲签的，意思就是村里一
次性给药费、善后处理费，以后
什么事都不管了。后来我舅觉得

这个协议不太对，想和村里再商
量商量。”救灾救济处处长李越
千上前接过材料。但是，任德亮
拿不出老人的五保证，张苏华嘱
咐工作人员先把材料拿回局里
研究一下，看老人是否符合五保
条件。李处长把一张写有他名字
和联系电话的纸条递给任德亮。

张苏华跟任德亮说，“如果你
舅舅确实符合五保条件，咱们最
好动员老人住到敬老院去，这样
你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如果他
还想和你们住在一起，我们回去
落实一下老人享受的相关待遇。”
“我对这个回答很满意，看

来没白来。”任德亮临走前说。

 15日，济南市民政
局局长张苏华（右）和10名
市民代表当面交流，并接
听了热线，回答了网友的
提问。

相关链接

◎
现
场
特
写

■局长现场解难题■

▲市民代表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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