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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个社会救助实体空间“民生暖心屋”升级3.0版

真正实现“小小一间屋，能办所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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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上海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会议举行。会议提出，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久久为功提升市民文明
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
推动文明习惯的养成，并非一朝一夕之

事，而要功夫下在平时。其中，通过榜样引
领带动，人人起而行之，营造见贤思齐的氛
围，尤为重要。
本周，我前往金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采访，得知金山已涌现400多位“好人”，
“好人文化”成为金山的温暖底色。例如，
“好人”马晓燕与朱慧，是上海湾区高新区

的第一、第二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乐于
助人、勇于奉献的他们，自发成立了“晓慧”
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服务团队，为更多有需
要的人送去生命的火种。这支队伍不断壮
大，有了新的加入者吴衡，又演变为“衡晓
慧”志愿团队。在他们的感召下，仅在高新
区社区就有7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4位
“中国好人”、1户“全国最美家庭”、23位
“金山好人”、600多位“朱行榜样”……这些
好人，就像一面面旗帜，他们用实际行动播
撒文明的种子，助力社会向上、向善、向美。
城市文明，正是由许多点滴微光组成。

在垃圾分类行动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身穿
志愿马甲、不怕脏臭、早晚守着垃圾箱房的
身影。几年前，刚开始提倡垃圾分类时，我

们还时常能听到志愿者的声声提醒，如今，
养成文明习惯的大部分市民，已经娴熟地干
湿分离、分类投放。在“光盘行动”中，适量
点餐、吃不完打包，已经成为市民的普遍共
识。即将召开的第六届进博会，也将大力践
行“光盘行动，文明用餐”新理念，鼓励参展
商、专业观众、志愿者等展馆内用餐人群从
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与文明握手，向浪费
告别。
城市文明，也同样推动着社会治理的进

步。例如，浦东新区曾在全市率先提出“右
转必停”，号召动员全区大型车辆实行“右转
必停”安全行车措施，还发起“守护右转弯”
志愿行动。如今，这一做法已向全市推广，
切实减少了右转弯引起的交通事故。

展望上海的未来，人们时刻畅想——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在这里创新创业、追
逐梦想，人的个性得到尊重、才华得到展
示、价值得以实现，美好生活处处可见。近
悦远来，正是检验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最
直观最基本的标准；文明，早已成为一种城
市软实力。
动员人人起而行之，才能更好弘扬城市

精神品格。如今，全市各级文明实践阵地，
已经深入百姓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接
下来，更要继续挖掘自身特色，从身边“关
键小事”入手，持续感召人、激励人、带动
人，让温暖微光汇聚成城市的动人底色。
如此，人人都能成为文明力量，人人都能共
享文明成果！

记者今天上午从静安区曹家渡街道了解到，全市首个社会救助
实体空间“民生暖心屋”升级改造完成，正式启用。

3.0版“民生暖心屋”不仅拓展了实体救助点位，在社区生活服务
中心和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分别设置站点，让有需求、有困难的群
体看得到、找得到、帮得到；还首次开设“困难家庭线上求助通道”，在
随申办曹家渡旗舰店同步开通“民生暖心屋3.0（线上版）”，让困难群
体可以更及时、更便捷地反映诉求，街道也增加了主动发现能力，确
保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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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深耕
从线下“暖”到线上

2021年4月，曹家渡街道创立了上海首

个集办公、服务于一体的服务类社会救助空

间“民生暖心屋”。3年来，“民生暖心屋”在社

会救助领域不断深耕，实现了从“面对面救

助”到“云端救助”的升级，探索形成了“多源

头主动发现、多维度需求评估、多渠道资源整

合、多元化服务供给”的服务救助工作流程，

构建起“全周期、全方位、全人群、全要素”的

服务救助体系，真正实现了“小小一间屋，能

办所有事”。

76岁的陈老伯与妻子离异多年，女儿也

和前妻一起生活，孤身一人的他身患疾病、老

无所依。看到曹家渡街道推出的“民生暖心

屋线上求助通道”后，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填报了自己的困难和需求：家中无人照料，想

进养老院，却因身体原因无力自行寻找，希望

得到社区援手。

“民生暖心屋”的社区救助顾问张晔看到

陈老伯的线上求助信息后，立即与他取得联

系，对他的健康和生活状况等做了更精准、更

多维的评估，并依照“需求受理—精准评估—

服务分流—个案管理”的救助流程，为他找到

了合适的养老院。此后，张晔又想方设法与

陈老伯的女儿取得联系，帮陈老伯成功办理

了入院手续，圆了老人的心愿。

各有侧重
救助服务不再单一

记者了解到，在救助功能上，“民生暖心

屋3.0”两个实体站点也各有侧重。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站点依托综合政

务服务阵地优势，有效发挥前期预警作用，精

准评估服务对象需求，打通“受理一门式”与

“服务一门式”的衔接，形成“一站式”救助服

务；社区生活服务中心站点则依托中心丰富

的民生服务资源，为有需要的群体提供更加

专业、多元、有效的陪伴式服务，极大丰富了

救助内涵。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单一物质救助的形式，已难以回应困难群

体所面临困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让救助

更有力度、识别更有精度、帮扶更有温度，曹

家渡街道以各条线民生数据为基础，整合低

保、低收入、支出型贫困以及政策边缘群体数

据，运用“静安区困难家庭精准服务信息管理

系统”进行信息汇聚、分析研判、常态监测、快

速预警，科学分析研判救助对象的困境等级。

除政策性救助外，街道还提供“兜底型”

与“发展型”相结合的服务救助，使救助服务

从单一的物质帮困转变为“物质+服务”综合

性帮扶。除社会救助、就业、残联、未保、老龄

等各类政府服务资源外，曹家渡街道还积极

整合特色资源，充分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

救助，联动社会组织与爱心企业，梳理形成

“放飞希望爱心助学”“心理减压”“夕阳扶持

计划”等十大专项服务，逐步形成救助服务的

“资源联盟池”。

其中，“放飞希望爱心助学”项目以“一帮

一”“一帮多”的资助方式为困难家庭的未成

年人提供助学帮困服务。项目开展以来，共

有63家机关、企业、驻区单位参与，筹集了

82.8万余元助学款，助力1275名学子顺利完

成学业。通过“民生暖心屋”，“放飞希望爱心

助学”项目不仅更有效地连接救助对象，还让

这份爱和暖不断传递、反哺社区。

“心理减压”项目是曹家渡街道设立的最

具前瞻性的项目之一，十余年来，该项目联动

市、区精卫中心及相关专家资源，聚焦居民的

心理和精神健康，提供心理咨询、压力舒缓、

情绪调节等个性化服务。通过“民生暖心

屋”，“心理减压”项目为救助对象提供了“心”

的陪伴，有效提升了服务对象的生活质量。

培育队伍
打造全新服务模式

打造“民生暖心屋3.0”品牌的同时，曹

家渡街道特别注重培育“3+N”社区救助顾问

队伍。

“3”指“区级+街镇+社区”三个层级救助

工作团队，“N”则是指各类救助资源中的专业

社工和其他社会慈善力量。这支“3+N”社区

救助顾问队伍，以“民生暖心屋”为中心，为有

需要的服务对象提供生活照料辅助、心理慰

藉、潜在危机干预等救助服务，有效形成“资

源服务双轨并行，救助帮扶同向发力”的民生

服务新模式。

13岁的小欣（化名）是社区救助顾问主动

发现的服务对象之一，也是“民生暖心屋”的

小客人。父亲离世，小欣和母亲一起生活，严

重的脊柱侧弯影响了正常的生活与学习，也

让小欣产生了厌学心理。治好脊柱侧弯是当

务之急，但小欣的家庭难以负担昂贵的医疗

费用。社区救助顾问通过“民生暖心屋”整合

救助资源，在爱心企业和社会力量的帮助下，

小欣的医药费终于有了着落。

成功手术后，新问题接踵而至，长达一

年的休学让小欣害怕重新走进校园，厌学心

理更加严重。为了化解孩子的心结，社区救

助顾问张方方不仅常邀请小欣到“暖心屋”

聊天开解，还为小欣找了心理咨询师，通过

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舒缓小欣的厌学情

绪。这种陪伴式的服务，让小欣不仅顺利重

返学校，性格也变得乐观开朗，对未来充满

希望。

本报记者 潘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