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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民政局党史学习教育办公室 2021年4月23日

市民政局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之社会事务系列

学习教育求实效 八项实事惠民生

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全市各级民政部门按照“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总体要求，深入学习中国共产

党百年来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深刻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力量和实践力量，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把发展好、维

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把为群众办实事作为学习教

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社会事务工作领域重点抓好八项实

事。

一、全面落实惠民殡葬政策。完善惠民殡葬服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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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基本殡葬服务项目全部纳入政府保障范围，对市城区居民

和各县域居民分别按照不低于 1200 元/具、1000 元/具的标

准直接减免，鼓励各县（区）对普通群众亡故后实行火葬的

给予适当奖补。

二、加快建设公益安葬设施。积极实施范县、台前县殡

仪馆改扩建工程，范县殡仪馆火化设施已经启用，台前县殡

仪馆火化设施 6 月底前启用，各项配套设施年底前全部投入

使用。市级公益性公墓已确定选址，范县公益性公墓一期工

程已经完工并投入使用，二期工程正在建设，濮阳县公益性

公墓主体工程已完工，南乐县、示范区、清丰县公益性公墓

已经开工建设，全市开工建设的公益性公墓已达 14 个，年

底前要实现市、县、乡公益性安葬设施全覆盖。

三、解决婚姻登记遗留问题。全面推进婚姻登记历史数

据查漏补缺、去重纠错、信息完善，做好有瑕疵数据当事人

个人信息校对、核验、回填工作，进一步补充完善婚姻登记

历史数据。年底前完成 1978 年以来历史数据的补充完善工

作。全面推进婚姻登记档案电子化，实现婚姻登记档案数据

的全面采集和共享。着力解决重复登记、越权登记等婚姻登

记历史遗留问题，尽力为当事人提供方便。

四、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市、县婚姻登记机关全部

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配备社会工

作师、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咨询师等专业人员，开展婚前

辅导、关系调适、情感沟通、矛盾化解等服务，维护和促进

婚姻家庭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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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优化两项补贴审核程序。全面推行残疾人两项补贴

工作改革，将审核权限下放到乡（镇），实现跨县区办理，

简化申请材料，只需提交一份申请表，由乡（镇）审核存档，

对审核通过的即时上传残疾人两项补贴系统，县级残联、民

政通过线上审核、审定，做到无缝衔接，实现当月申请当月

发放。

六、两项补贴做到应补尽补。推广使用线上比对分析系

统，在线比对残疾人持证、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供养、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工伤保险等信息。建立自下而上逐级申

报与自上而下监督提醒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县级民政、残联

每月对全县（区）相关数据进行一次比对分析，将应当享受

两项补贴的所有残疾人信息分别反馈给各乡（镇），作为乡

（镇）动态管理的参照依据，逐人分析应补未补问题，乡、

村两级工作人员主动指导、帮助残疾人申请两项补贴，实现

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做到将符合政策的

残疾人全部纳入补贴范围。

七、推进救助管理机构建设。投资 6400 万元建设市救

助管理站，目前已确定项目选址，正在加快办理用地、设计、

融资、招标等前期工作，年内开工建设。完善各县救助管理

机构配套设施，年内全部实现站内照料。

八、妥善安置长期滞留人员。对滞留在救助管理机构超

过 3 个月无法查明身份信息的人员，按照“先安置、后落户”

的原则，提出安置方案报同级政府，移交到公办福利机构、

养老机构、精神病院机构照料，办理落户手续，落实各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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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政策。

全市社会事务工作领域党员、干部，以党史学习教育为

新的机遇，不断提高应对挑战的能力、把握大局的能力、开

拓创新的能力、为民服务的能力，在为民“办实事”上下真

功夫、硬功夫，努力开创社会事务工作新局面。

残疾人两项补贴改革工作，把“办实事、开新局”作为

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切实做到了“我为群众办实事”，

让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切实惠及残疾人群众，不断增强残疾人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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