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海南日报》报道，近日，海南省民政厅等 14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建立“四强”管理体系推动社会组织规

范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明确，按照社会组织

“全生命周期”理念，加强对社会

组织分类培育监管，紧紧围绕

“强党建、强自治、强管理、强作

用”的工作思路，促进社会组织

规模更加适当、结构更加合理、

作用发挥更加充分，走稳走好具

有海南自由贸易港特色的社会

组织发展之路。

《意见》提出，将从规范名称

管理、加强内部治理、强化培育

赋能等三方面着手，促进社会组

织规范化发展。根据行业需求和

社会组织发展实际，对社会组织

进行分类别、分体系标签化归类

和培育。围绕建立“4+3+3”现代
化产业体系，重点在旅游业、现

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等领域培育一批

头部社会组织。加大对市、县

（区）社会组织孵化的业务支持、

指导力度，形成省市县上下贯

通、覆盖广泛、专业规范的社会

组织孵化培育支持体系。开展社

会组织等级评估，培育发展枢纽

型社区社会组织。

在强化监管方面，《意见》指

出，通过完善管理制度、加强信

用监管、强化综合监管等具体举

措强管提效，寓管于服。在加强

信用监管上，将出台《社会组织

信用体系建设指南》地方标准，

指导社会组织实施分级分类差

异化、精细化信用管理；完善信

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加强数据归

集共享，完善社会组织信用修复

机制等。

值得关注的是，在助推海南

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意见》聚焦

“强作用”，提出深化赋权增能，

引导社会组织在以下领域发挥

作用：

一是深化赋权增能。以“赋

权一家行业协会，带动一个行业

发展”为目标，发挥行业协会商

会服务、专业优势，全面融入海

南自由贸易港新发展格局。落实

行业自律公约、制定团体标准、

组建纠纷调解委员会、参与修订

行业法规、培育行业人才队伍等

方面内容，形成赋权任务清单。

二是加强招商引资。持续打

造社会组织招商会客厅、“自贸

潮涌、社汇智享”沙龙等品牌活

动，加强资源链接，为社会组织

交流合作、信息汇集提供平台。

积极联动全国性社会组织、省外

社会组织来琼考察，为社会组织

招商引资搭建桥梁。

三是服务对外交流。发挥社

会组织民间外交独特作用，引

导、支持社会组织更好服务国家

总体外交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创新社会组织服务对外开放

的形式和载体，提升社会组织

“走出去”能力，支持社会组织参

与省际、国际交流合作。

四是参与乡村振兴。持续开

展“百社联百村·携手共富”行

动，坚持多元化路径探索，发挥

社会组织牵头赋能乡村振兴的

影响力、号召力，实现信息共享、

资源互动、功能互补，打造一批

结对帮扶特色乡村（小镇），努力

打造联农带农富农新模板。

五是参与社会治理。支持有

关部门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

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形成政

府治理和社会调解、居民自治良

性互动。推进社区基金建设，用于

社区扶老、助医、助学等慈善项

目。建立公益创投长效机制，打造

一批“小而美”品牌项目。利用社

会组织信息灵敏、会员单位众多

的主体优势，链接多方资源，举办

招聘活动、开展职业岗前人才培

训，开发就业岗位，拓展就业空

间，助力稳岗就业。

记者从青海省民政厅

官网了解到，6 月 11 日，
“苏青银龄行动”省际对口

援助工作启动会在青海省

民政厅召开。青海省民政厅

党组书记、厅长董杰人主持

会议并讲话，江苏省民政厅

党组书记、厅长谢晓军出席

会议并提出工作要求。

董杰人表示，“苏青银

龄行动”的联合开展，充分

体现了江苏省对青海民政

工作特别是老龄工作的关

心支持，展现了江苏人民对

青海人民的深情厚爱，让青

海各族群众深切感受到社会

主义大家庭的温暖。青海省

民政厅将为来青服务的全体

老年志愿者提供周到细致

的服务保障，确保各位专家

健康愉快、安心工作、舒心

生活，并将以“苏青银龄行

动”作为新的起点，为老年

人参与志愿服务搭建更加

适合、便利和多元的参与载

体，助力乡村振兴、健康服

务、科教强省、基层治理，推

动“银龄行动”提质增效。

谢晓军表示，“苏青银

龄行动”是新时代苏青协作

的生动注脚，更是两省人民

深厚情谊的升华，江苏银龄

志愿者将永葆“奉献”初心，

把江苏的先进理念、成熟技

术与青海的实际需求紧密

结合，倾囊相授、精准发力，

架好苏青情谊的“连心桥”。

在苏青两省民政部门的通

力合作下“苏青银龄行动”

必将结出累累硕果，为青海

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国

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贡献

智慧和力量。

自 2025 年 6 月起，两
省民政厅联合开展“苏青银

龄行动”，聚焦医疗卫生、康

复护理、教育培训、信息科

技、养老服务、社会工作等

领域，组织动员江苏省老年

人志愿者发挥自身专长，每

年在青海开展对口帮扶，用

实际行动诠释“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志愿精神，

展现银发群体的责任与担

当，打造新时代银龄行动

响亮品牌。本期行动共有

江苏省选派来自医疗、教

育、养老护理、社会服务等

领域的老年志愿者 23 名，
赴西宁市、海东市、海南藏

族自治州开展活动。按照行

动部署，江苏省老年志愿者

现已全部赴受援单位开展

银龄帮扶工作。

会上，青海省民政厅、

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对口

帮扶青海省工作队签订了

江苏省社会组织助力青海

省乡村振兴合作协议。

野苏青银龄行动冶启动会在青海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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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出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近日，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贵阳贵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提供了更

加明确的制度保障，进一步完善了

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

《实施办法》明确了救助对象

与条件。康复救助对象为贵阳市户

籍 0—15 岁有康复需求和适应指
征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

和孤独症儿童，需持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近三年内残疾

评定定点医院出具的医学诊断证

明。此外，持贵阳市居住证的残疾

儿童也将按照省级相关规定纳入

救助范围。在救助优先级方面，城

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脱贫户及防

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的残疾儿童，

以及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的残

疾儿童、残疾孤儿、事实无人抚养

残疾儿童等经济困难家庭的残疾

儿童将被优先救助，确保资源向最

需要的人群倾斜。

《实施办法》明确了救助内容与

标准。针对不同类型的残疾儿童，提

供了全面且个性化的康复救助内

容。视力残疾儿童可享受眼科手术、

低视力视功能训练及助视器验配；

听力残疾儿童可获得人工耳蜗植入

手术、助听器适配及听觉言语康复

训练；言语残疾儿童可接受发声功

能和嗓音、言语康复训练及辅助器

具适配；肢体残疾儿童可进行矫治

手术、康复训练及辅助器具适配；智

力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则可获得

认知、语言交往、生活自理和社会适

应能力等领域的康复训练。在救助

标准方面，手术类项目如人工耳蜗

植入手术、肢体矫治手术等均有明

确的补助金额上限。康复训练类项

目每人每年补助标准为 12000元至

24000元不等，具体金额根据儿童的
残疾类型和康复需求确定。此外，辅

助器具适配也提供了相应的补助标

准，如助听器适配每人补助不超过

9000元，人工耳蜗植入产品 7—15
岁每人补助不超过 5万元。
《实施办法》还特别强调，救助

内容和标准将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

况适时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

会需求，确保政策的可持续性和有

效性。

为确保救助工作的高效开展，

《实施办法》详细规定了救助申请与

审核的流程。残疾儿童监护人需持

相关申请材料向户籍所在地县级残

联提出救助申请，申请可通过现场

或网上进行。集中申请时间为每年

11月 1日至 12月 31日，审核通过
后可享受次年康复救助。因特殊情

况错过集中申请时间或新确诊需要

康复的儿童，可在当年 10月 31日
前提出申请，并享受当年康复救助。

各区（市、县）残联需在接到申请后

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对符合条
件的予以批准，不符合条件的需向

申请人说明理由。申请人若对审核

决定有异议，可提出核查申请或向

市残联申诉，市残联需在 5个工作
日内做出答复，确保申请人的合法

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实施办法》明确了残疾儿童康

复救助资金的保障机制。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需将康复救助资金纳

入政府预算，区（市、县）人民政府作

为资金保障主体，需根据上级财政

补助资金情况，按照应救尽救的原

则，做好资金兜底保障。市级财政将

根据上一年度实际支出资金情况，

按一定比例给予各区（市、县）资金

补助，确保资金的合理分配与使用。

渊据贵州省民政厅官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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