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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讯 为进一步提升铁路护路联
防工作水平，打造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
能力强、应急处置快的护路队伍，近日，
阿拉善盟护路办组织铁路护路联防队
员、护路员开展了安全知识业务培训。

培训通过案例分析和实操演练相结
合形式，围绕《内蒙古自治区铁路安全管
理规定》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解读。除了
针对普通护路队员及护路员的培训，阿

拉善盟护路办还同步开办了全盟护路骨
干人员管理及业务技能提升培训班。

参训学员表示，此次培训内容丰
富、实用性强，既提升了理论水平，又巩
固了业务能力。回到工作岗位后，将把
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以更饱满
的热情和专业素养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畅通。

（阿拉善盟护路办供稿）

阿拉善盟护路办

开展安全知识业务培训

兴安讯 为大力营造“安全生产月”浓
厚的爱路护路宣传氛围，近日，兴安盟护
路办、科右前旗委政法委、阿尔山市委政
法委、白城铁路公安处、白城工务段联合
组织索伦铁路派出所、索伦护路联防分
队、阿尔山铁路派出所、阿尔山护路联防
分队，对白阿线重点区域开展了主题宣传
教育活动。

此次宣传教育活动紧扣安全生产月

“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的核心要求，
全盟各级护路联防组织采取“政府主导、
铁路牵头、群众参与”的联动机制，针对辖
区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讲解铁路安全注意事项。通过在公
告栏张贴宣传海报、悬挂醒目条幅、发放
宣传品、现场答疑解惑等形式，让铁路安
全知识深入人心。

（兴安盟护路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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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乌海讯 为加强铁路护路联防队伍建
设，做好铁路护路联防队伍的教育培训工
作，近日，乌海市护路办组织全体在职护
路联防队员和护路员进行了集中培训。

培训结合铁路护路工作实际，就电气
化铁路安全防护知识、消防反恐防暴、应
急处置、爱路护路宣传等业务进行了深入

讲解，确保护路人员熟悉自身工作职责与
行为规范，全方位提升应对各类突发状况
的能力。最后，通过考试环节检验培训效
果，进一步强化了护路人员的学习意识与
责任意识，为今后开展护路工作奠定了坚
实基础。

（乌海市护路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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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培训护路人员

锡林郭勒讯 近日，锡林浩特护路办、
锡林浩特安全监察大队联合锡林浩特铁
路公安处、锡林浩特综合维修段、锡林浩
特车务段、通信段、车辆段、机务车间等部
门在凯晨佳苑小区广场联合开展了 2025
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锡林浩特市
委政法委参加活动，二连安全监察大队组
织路内相关单位在朱日和车站同步开展
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精心布置活动现场，设立拱
门、悬挂条幅、摆放展板。展板内容包含
铁路安全法律法规、爱路护路安全知识及
典型案例等。护路办工作人员通过发放
宣传手册、面对面讲解铁路法律法规等形
式，向广大群众宣传铁路安全知识，有效
提升了沿线居民知路、爱路、护路的安全
意识，营造了全民参与铁路安全防护的良
好氛围。 （锡林浩特护路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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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共筑铁路安全防线

牙克石讯 为增强铁路沿线群众法治
意识，预防铁路安全事故和违法犯罪行
为，近日，牙克石站派出所民警走进牙克
石融媒体中心《快乐早八点》节目直播间，
通过电波向广大听众普及铁路安全法律
法规。

民警重点讲解了“禁止擅自进入铁路

线路封闭区域”“禁止在铁路线路上行走、
坐卧”等法律规定及相应处罚，结合辖区
内发生的典型案例，解析违法行为带来的
严重后果。在直播中，民警通过“你问我
答”的形式，就如何提高安全意识、强化安
全措施和广大听众进行了交流互动。

（呼伦贝尔市护路办供稿）

牙克石站派出所

电波传递爱路护路声音

看点一：扩大社会救助范围，强化社会救助兜底功能
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我国低收入群众的困难程度、困难情形出现新情况、新

问题，有的面临基本生活问题，有的在医疗、住房、孩子上学、就业等方面存在实际
困难。

对此，社会救助法草案明确扩大社会救助范围，在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
庭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基础上，增加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
为社会救助对象。对不同社会救助对象，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分别给予相应的基本
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

例如，草案规定，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标准且财
产状况符合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根据实际需要给
予相应的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社会救助。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林闽钢表示：“草案按照低收入人口的困难程度
分层，根据困难类型分类，提供针对性的救助帮扶措施，将充分发挥医疗、教育、住
房、就业等专项救助的作用。”

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
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202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
部等单位《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对
社会救助工作作出新部署、提出新要求。

“近年来，民政部门将低保边缘、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群众纳入社会救助，使
社会救助制度对象范围从传统低保、特困供养对象扩展到更加广泛的低收入家
庭。”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院长关信平表示，“草案吸收过去几年成熟
的实践做法，推动社会救助范围扩大，将进一步加强社会救助制度功能，提升社会
效益。”

“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扩大社会救助范围，适应了我国困难群众需求
的新变化，积极回应了困难群众帮扶需要，织就了更加密实的民生保障网，让兜底
更精准、更有力。”林闽钢说。

看点二：提高社会救助服务能力，确保救助便民及时
社会救助制度要求精准服务困难群众，因此有较为复杂的救助对象识别机制

和程序。
围绕提高救助效率、确保救助便民及时，草案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社

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设立统一受
理社会救助申请的窗口，及时受理、转办申请事项。

“社会救助制度首先要在申请程序上向低收入家庭提供便利。”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万国威表示，草案相关规定可以有效减少救助申请人重复申
报、有关部门重复审核，压缩审核时间并为救助对象提供精准服务。

与此同时，草案提出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以依法核对社会救助家庭收
入、财产等状况。

“当前我国已普遍建立起信息核对机制，将户籍、车辆、社会保险等相关信息
纳入社会救助对象的综合评定。但在实践中，部分信息仍然较难收集，一些部门
间信息共享存在壁垒。”万国威表示，草案推动解决这一问题，有利于进一步提高
社会救助审核确认的精准度。

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开展社会救助服务“网上办”试点，推动社会救助申请
“掌上办”、审核审批“高效办”、救助资金“快速达”。

此次立法推进社会救助信息化，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完
善社会救助统计制度，推动社会救助服务向移动端延伸。林闽钢认为，这体现了
为困难群众提供更方便快捷救助服务的发展方向，有助于提高困难群众的获得
感。

看点三：统筹社会资源，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
健全专业化的社会救助管理服务体系，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

助机制。
关信平表示，草案主要强调了三条途径，即鼓励慈善事业投入、推动社会工作

专业力量参与和促进志愿服务发展。
“鼓励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通过购买服务、开发岗位、政策引

导、提供工作场所、设立基层社工站等方式……”草案第五十三条对鼓励社会工作
专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作出规定。

此外，草案还规定，鼓励支持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以捐赠财产、设立项目、提
供服务等方式自愿开展救助帮扶活动，动员引导慈善组织加大社会救助方面的支
出力度；促进社会救助领域志愿服务发展……

“其中，慈善事业帮扶主要是进一步调动社会化的救助资源，社会工作专业力
量主要是解决较为复杂的社会及心理帮扶，而志愿服务则可以在宽广范围中开展
各种方式的帮扶活动，从而帮助救助对象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和困难。”关信平说。

“草案既通过制定优惠政策、提供相关服务、规范组织和个人行为等方式促进
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也通过加强宣传、教育、表彰等各种方式彰显共同富裕的
价值理念、培育慈善文化、倡导社会关照情怀。”关信平说，这将营造有利于社会力
量参与的社会道德环境。 （据新华社报道）

事关困难群众衣食冷暖
社会救助法草案有哪些看点？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事关保障基

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和维护社会稳定。

健全社会救助体系，织密扎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需要制

定社会救助法。6月24日，社会救助法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首次审议，这部法律草案有哪些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