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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家里经济遇困
大数据自动找到你

不止物质输血
还能“零跑腿”享救助套餐

柴米油盐和衣食冷暖，这是最基本的民生。对于困难
群体而言，救助门槛的高低、救助申请流程的难易、救助金
的多寡，无不连着民心。记者了解到，宁波市民政局启动
了线下主动排查和线上自动预警的方式，依托智慧救助服
务联合体（即“助联体”),将救助政策送到符合条件的救助
对象手中，将救助服务送到百姓的心坎上，让那些因病、因
残或因能力陷入贫困、窘迫生活境地的家庭重新“站起
来”，确保共同富裕路上“一个都不掉队”。

救助大数据精准绘制了需求地图和资源分布图。

日 前 ，记 者 来 到 了
81890服务中心，现场感受
了“链上救助”智慧救助服务
平台的强大。

在民政管理端后台的救
助大数据一览中，海曙区地
图上分布着星星点点的标
记，便民服务中心、特困供养
机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养
老机构等网点清晰可见。点
击任意一个网点，都能进入
看到网点详细信息。在救助
指标中，救助次数、关爱人
群、救助资金支出等都为实
时数据。

宁波公共信息服务运营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刘余静表
示，为救助资源的分配和布
局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市民
政局利用大数据精准绘制了
需求地图和资源分布图，通
过需求地图直观呈现困难群
众人群分布、需求分布、需求
量、需求集中度等指标。

记者看到，资源分布图
包括全区12个社工站、314
个便民服务中心、38家养老
机构、20个区域性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249个居家养老

服务站点、43个救助服务项
目等。困难群众足不出户，
就能清楚轻松地获知身边的
救助资源。

未来，大数据将会发挥
更大的作用。或许在前去申
报救助之前，数据就已经在
电脑系统里“跳”出来，帮助
政府更加“主动”地去发现识
别到谁是困难群众了。

“打个比方，大病住院花
费到一定金额，我们的救助
系统就会自动查找这户家
庭，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宣传
救助政策，经本人同意并授
权核查其家庭经济状况，如
果符合救助条件，就纳入到
相应的救助保障范畴。”市民
政局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处
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这套未来的“大救助
系统”蓝图里，将会实现救
助一件事的多部门联办。
一旦民政部门认定困难群
众的救助身份，将能同步享
受到住房、教育、医疗、人社
等套餐化的救助服务，从而
实现“零跑腿”享受到诸多
救助保障。

医疗花费到一定金额
大数据会自动预警、精准识别

王宏（化名）一家四口住在
海曙区石碶街道石碶社区，
2019年底，他因脑溢血导致肢
体一级残疾，生活无法自理，家
中还有2个孩子需要抚养，妻
子只能偶尔打零工补贴家用。
海曙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在救助
数据比对过程中发现王宏的情
况，帮助他申请了低保，并给予
临时救助，2020年各类救助金
合计约8.2万元。

经济问题解决了，但后续
的康复、生活、家庭教育怎么
办？海曙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利
用“链上救助”助联体为王宏

“链接”各类资源，如联系浙东
骨科医院康复医生上门传授居
家康复疗法；为其家进行无障
碍设施改造；还通过“童舟共
济”困境儿童成长项目，为王宏
孩子提供学习、人际交往、生活
等方面帮助。

“线上，可以通过助联体
为困难群众提供点单式、菜单
式的服务；线下，群众可以通
过81890服务热线，获取相关
的救助服务资源。”海曙区民
政局工作人员郑豪介绍，“链
上救助”助联体是由海曙区民
政局牵头，协同医保、住建、人
社、教育、残联等28个部门和
群团组织，以及40多家枢纽
型社会组织，通过线上“链上
救助”平台及线下智慧救助服
务中心，链接近4000家生活
服务类、公益慈善类、居民互
助类社会组织，与区域内养老
机构、卫生医疗机构等服务资
源联动，帮救助对象建立社会
支持网络。

据悉，截至8月底，海曙区
民政局已累计为841名困难群
众提供各类专项救助服务
1325次。

线上能“下单”、线下有热线
足不出户可“链接”救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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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工制品卖得不
错，最好的时候一个月能赚上
万元，儿子的学费也有保障
了。”李勤正在海曙区周江岸
路旁的工作室做手工香囊。
过去她靠领取低保、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助艰难度日；现在，
摇身一变成为布艺文创产品

“匠人”。
51岁的李勤是一名听力

残障人士，常年待业在家，家
中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儿子，整
个家庭仅靠丈夫做保安的微
薄收入和困难补助生活。

近两年，海曙区民政局、
区残联和公益组织多方组织
帮扶下，李勤通过参加“手拉
手，师带徒”“四明探农赋能增
收”等项目，免费参加职业技
能培训，努力发掘自身潜能，
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如今，
不仅学会了制作手工布艺品，
她制作的眼罩、手袋、发带等
布艺品还很受市场欢迎，月均
入账近5000元。

“我已有能力反哺社会，
也想帮助那些像我一样的人，

教他们手艺。”海曙区民政局
为她开设了“李勤工作室”。
李勤希望将来能带徒弟，让困
难人群也能凭自己的劳动致
富，在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
实现其个人价值。

“救助绝不只是单单给钱
就行了，我们还必须提供物质
之外的一系列配套措施，让困
难群众在接受‘输血’之外，还
能自己‘造血’，真正站起来。”
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和社会福
利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宁
波实施的是分层分类救助服
务，坚持因户因人施策，致力
于推动救助服务由传统单一
的物质救助，向物质保障、能
力提升、生活帮扶、心理疏导、
精神慰藉、社会融入
相结合的多样
化、个性化、专
业化发展救
助转型，为
救 助 对 象
提供全方位
的 安 全 保
障。

在“物质+服务”的帮扶下
51岁的听障人士创业脱贫

今年7月起，宁波最低生
活保障和特困供养人员基本
生活标准实现“同城同标”，项
目覆盖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特
困人员、孤儿和困境儿童，惠
及8万余名困难群众。

原先，我市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挂
钩，分三档执行，存在区域差

异。现在，宁波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全市统一，首次突破千元
大关，达1005元，在全省标准
统一的地市中居首位。宁波
市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月
标准全市统一，达1709元。
随着各项救助福利标准的提
高，宁波每年给困难群体多发
近1亿元的“红包”。

为提高8万余困难群众生活保障
宁波每年多发近1亿元“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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