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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救助”体系建设取得新成效。 

我市连续多年把提升底线民生保障水平纳入市十件民生实

事推动落实，城乡低保、特困人员、孤儿、困难（重度）残疾人



等底线民生保障水平持续提高，补贴标准均高于省定标准。2022

年累计向四类人群发放生活保障金达 6.6 亿元，惠及 9.9 万人；

向 11 万名 8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 5771 万元，让困难

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出台《江门市贯彻〈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边

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救助办法〉的实施意见》，放宽审核认

定条件，合理扩大救助范围。初步完成智慧救助信息化一期项目

建设，通过街面监控视频识别预警流浪露宿人员，提高街面救助

效率。寒潮期间，迅速发布《关于做好寒潮天气防范的公告》，

做好抗寒保暖提醒，开展 “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保障

独居老人、流浪乞讨人员等困难群众安全过冬。 

2.“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取得新突破。 

一是养老服务供给和质量持续提升，全市现备案运营养老机

构 90 家，9 家获评省星级养老机构，养老机构医养结合覆盖率

100%。在全国首创医疗保障与照护保障相结合的商业补充保险模

式“邑康保”项目，2022 年政府资助参保 1.8 万人，2023 年投

保人数超 75 万人。我市智慧养老获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栏目报

道。二是发展居家社区养老，高质量推进宜居城乡建设，出台《江

门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管理办法》，全市建成并投入使用居家养

老服务站点 670 处，其中长者食堂 69 家，实现各县（市、区）

中心城区建设全覆盖。广东省唯一入选全国 2022 年居家和社区

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大力发展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和居家

养老上门服务。三是推动“平安通”提质扩面，并纳入市域社会



治理体系，建设“平安通 1+7”服务中心，实现线上平台与线下

服务深度融合，覆盖全市 73 个镇（街），服务困难对象 3.6 万

名。四是探索发展旅居养老模式，深入推进“港澳融合”工程，

以搭建广东省首批旅居养老示范基地、承接广东省旅居养老首发

团项目为契机，打造旅居养老服务品牌，吸引粤港澳大湾区长者

来江养老。 

3.“大儿童保障”体系形成新格局。 

一是建立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

小组，出台未成年人保护个案会商制等系列制度，全市建有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站点 8 个，配有乡（镇）儿童督导员、村（居）儿

童主任超 2000 人，构建“市县镇村”四级联动的未成年人保护

服务网络。二是推进儿童福利工作示范创建，市社会福利院推进

省级儿童福利机构规范化信息化试点建设，打造区域性儿童福利

机构；以江海区作为全国试点探索建设基层儿童福利服务体系，

获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致函表扬。江海区创建全国未成年人保护

示范区获得评估验收专家组的充分肯定。三是落实困境儿童分类

保障制度，开展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保护工作全面集中整治、儿童

福利机构档案管理整治、困境儿童监护问题整治等专项行动，抓

好基础环节，解决重点问题，切实保障儿童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4.“大慈善”体系建设达到新水平。 

一是健全完善慈善事业工作体系，全市培育了 239 家慈善公

益类社会组织，初步建成市、县、镇、村四级联动慈善援助体系，



依托“江门慈善网”探索社会救助与慈善资源有效对接。二是创

新绘制慈善地图，打造慈善项目一网展示、慈善标的准确定位、

慈善支出公开透明的慈善信息平台，推动慈善事业有效助力乡村

振兴、教育事业、医疗卫生等公益事业发展。三是是打造慈善品

牌，发动参与“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各级慈善会募集捐赠（认

捐）金额折合人民币超 2.3亿元。全市共设立的冠名基金共 211

个，成功打造“慈善筑迹”等慈善公益品牌项目。 

5.“大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 

一是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不断深化。强力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 “书记工程”，建立健全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全市共有社

区工作者 4437 人，提前实现“每万名城镇常住人口配备全日制

社区工作者不少于 18 人”的“十四五”目标任务。加强自治组

织规范化建设，健全村（居）民委员会及下属委员会建设，提升

村（社区）组织动员能力，整理规范一批民政服务网格事项，依

托智慧网格打造社会救助、长者守护等民政服务应用场景。高标

准完成江海区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各项实验任务，顺利通过

结项评估，统筹推进 47 个城乡社区治理示范点创建工作，打造

一批具有江门特色的可复制可推广的城乡社区治理样本。 

二是社会组织监管服务不断优化。全市依法登记社会组织

2926 家。深入开展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查处非法

社会组织 2 家。清理“僵尸”社会组织 243 家，其中撤销登记

50 家。全市共 34 家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项目 66 个，投入资



金 1800多万元。 

三是社会工作服务不断强化。助力推进“人才倍增”工程，

积极推进“广东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已建有 73

个乡镇（街道）社工站，分片区合理设置村（居）社工点共 333

个，实现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点）100%覆盖，共有“双

百”社工 1215 人，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落在基层，为困难群众

和特殊群体提供专业服务。全市共有社工机构 112 家，全市社会

工作人才 6482人。 

四是社会事务工作不断细化。推动婚姻登记“跨省通办”“全

城通办”，极大地提高为民服务效率，2022 年全市办理婚姻登

记业务共 35744对，其中结婚登记 19172 对，办理离婚登记 5867

对，“跨省通办”466 对，“跨市通办”418 对，“跨区通办”

2151 对。出台《江门市无人认领遗体处理办法》，进一步优化

殡葬公共资源配置，提升我市殡葬服务应急保障能力。2022 年

我市清明祭扫活动总体平稳有序，实现“平安清明”“文明清明”

的工作目标。开展并完成了江门市与佛山市行政区域界线联合检

查工作，采用多形式开展《地名管理条例》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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