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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市 福 田 区 民 政 局
福民函〔2022〕20 号

关于区八届人大二次会议代表建议第
20220181 号的分办意见

《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民生福利的建议》（第 20220181 号）

收悉，现就代表所提建议中涉及民政职责范围的有关问题提出分

办意见如下：

一、助力强化党建核心引领

以社区“两委”换届为契机，选优配强社区居委会班子成员

及其他组织成员，选举产生新一届居委会成员 646 名（主任 92

名，副主任 169 名，委员 385 名），其中，中共党员成员 614 人，

占 95.05%。推选成立 92 个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推选产生 318

名成员，其中党员占 79.56%；推选产生 500 名居民小组长，其

中党员占 81.2%；推选产生 5093 名居民代表，其中党员占 48%。

全面形成党员唱主角的社区治理新模式。完善居委会内部治理结

构，下设公共卫生委员 92 个。

二、搭建居民议事平台

以社区党委、居委会为主体，搭建居民议事平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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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在小区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引导更多的居民自主、自觉、自

动关心、思考和解决小区问题。目前我区已设立 92 个居民议事

会，覆盖率 100%，累计召开会议 4236 次，解决社区热点难点问

题 8225 件。例如华富街道梅岗社区针对五环新村“三无小区”

问题，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带队逐一上户走访，面对面交

流沟通，倾听了解居民群众所思、所盼、所求，建立形成 3 大类

24 小项小区治理需求清单，首次成功建立“五环新村居民服务

群”微信群，与驻区单位“市体工大队”结对“手拉手”，为该

小区每户居民免费提供一辆停车位，解决“停车难”问题。同时，

积极推进五环新村小区引入专业物业服务企业，组织召开业主代

表座谈会，及时进行政策宣讲和问题答疑。并由社区居委会按照

相关规定程序，代行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职责，代行签订小区

物业服务合同，推动“三无小区”向“三有小区”转变。

三、用活民生微实事载体

以民生微实事为载体，让居民群众在其中担当“提、议、决”

主导地位，共同对城中村老旧小区环境整治、加大居民安全防控

意识宣传等社区小区建设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讨论商议。

《福田区“民生微实事”项目工作指引》（福民〔2019〕23 号）

第三条“实施范围”已明确将“垃圾分类”“社区环境设施改善”

“社区安全防护设施”“为老服务设施（含星光老年之家）”列入

“便民利民类项目”和“公共设施类项目”予以实施，已充分向

“老旧小区”“三无小区”覆盖。近年来，辖区各街道已在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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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民意的前提下，以“民生微实事”项目为载体，开展“老旧

小区”“三无小区”、垃圾分类等修缮维护类项目支出累计 3500

余万元，其中 2021 年支出 341.28 万元，共立项办理社区安全防

护、环境改善、群众娱乐文体、为老服务设施等工程项目 3563

个，对提升社区环境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起到积极作用。

通过立项实施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惠民项目，不断解决居

民群众各类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

指数，助推全域治理。

四、完善社会救助体系

打造‘弱有众扶’保障网络，健全多层次、可持续、广覆盖、

更公平的社会救助体系。发展‘物质+服务’综合型救助，稳步

扩大救助范围，探索延伸救助领域，逐步提升救助能力。一是健

全完善救助体系，形成救助合力。进一步建立健全以最低生活保

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为基础，医疗、教育、住房、就业、自然

灾害、法律援助和司法等专项救助援助为支撑，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临时救助等急难救助为辅助，社会力量充分参与的综合性服

务救助体系，进一步统筹整合救助资源，推动社会救助政策衔接，

完善部门协调机制，加强部门协同，形成救助合力。2022 年以

来累计发放低保金（包含生活扶助金）436.43 万；发放临时救

助 51 宗 42.98 万；发放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供养金及照料护理费

共 1.62 万元。二是稳步扩大救助范围，延伸救助领域。落实“按

户保”与“按人保”相结合的低保政策。实施“单人保”，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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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无人抚养儿童、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病重残人员单独纳入保障，

提高特殊人群保障力度。将符合条件的非户籍家庭成员纳入低保，

率先实现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扩大至非户籍人员。2022 年以来，

将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病 1 人实施“单人保”，非户籍家庭成员

7 人纳入保障。三是发展‘物质+服务’综合型救助，提升救助

能力。完善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政策措施，细化政府购买社会

救助服务清单，健全监督评估和第三方绩效评价机制，多渠道扩

大社会救助服务供给，推进社会救助从保障基本生活向社会风险

防范、发展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领域延伸。依托“双百”工程

建设，建立“五社联动”机制。推动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

作者协助社会救助部门开展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评估、建档访视、

需求分析等事务，并为救助对象提供物资救助、心理疏导、资源

链接、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服务。四是有效地动员社会力量参

与社会救助工作。为更好地发挥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

培育打造我区的慈善品牌，通过持续创新“一次认捐、分年捐赠”、

“定向捐赠、冠名基金”等方式，切实发挥好慈善在政府救助中

的补充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慈善资金的社会效益。2022年“0216”

疫情以来区慈善会累计募集各类抗疫捐款共 139 万元,捐赠防疫

物资价值 112 万,发放封控管控区内特殊困难人员资助金共

329.7 万元。鼓励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投身慈善，

引导成立冠名公益基金，用于安老、扶孤、助学、助医、助残、

济困、抗疫、救灾等公益慈善救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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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福田区民政局

2022 年 7 月 11 日

（联系人：蔡林，联系电话：82918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