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再次提高特困人员供养标准
每人每月增加100元 还可免费享受照料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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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加
大对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力度，切实保障特困
人员基本生活，近日，市政府印发了《关于提
高特困人员供养标准的通知》，将城乡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基本生活月标准低限分别提高
100元。即：城市特困人员分散和集中供养月
基本生活标准低限分别为500元和600元，农
村特困人员分散和集中供养月基本生活标准
低限分别为400元和500元，新标准从2017年
7月1日起执行。

《通知》首次明确了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

准。从2018年1月1日起，我市开始执行照料
护理标准，特困人员可免费享受照料护理服
务。标准分为三档：全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的特困供养人员护理费每人每月不低于400
元，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特困供养人员
护理费每人每月不低于200元，生活能自理的
特困供养人员护理费每人每月不低于50元。
照料护理费原则上由县级民政部门统筹用于
购买特困供养人员的生活照料护理服务。

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特困人员是
指国家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

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
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老
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给
予特困人员供养。

据悉，截至2017年12月底，全市有特困
人员39835人，60周岁以上老年人33636人，
占84.4%。按现有人数和低限标准测算，2018
年全市需发放基本生活供养费20112.84万
元，照料护理费6738.84万元，共计26851.68
万元。

（周芋汐 本报记者 刘苏颉）

为彰显达州城日新月异的变化，传
承历史文脉，留住城市记忆，市政协组织
专家学者开展了大型文史资料《达城记
忆》系列丛书的编撰工作，自2016年起
编撰第一辑《达城记忆�老街老巷》，面向
社会各界公开征集稿件。经过两年组
织、筹备，《达城记忆�老街老巷》近日由
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

2016年初，达州晚报经过精心策
划，先后开设了《寻找达城记忆》、《达州
尘世�记忆》专栏，正好契合了市政协的
这项文化精品工程。两年来，本报征集
了大量有价值的高质量文稿，并推出了
近100篇“达城记忆”稿件。

据了解，本次出版的《达城记忆�老
街老巷》共收录了70篇文稿，分流风
遗韵、沧桑嬗变、风味达城三部分，其
中选用了本报记者、社区记者撰写的
27篇稿件。该书《从院棚街起步的省
达中》见证了旧时县中的发展起落；
《达城老市民眼中的东风商场》重现当
年达城最大商场的兴盛繁荣；转眼《南
门码头的吆喝声》又将思绪带到了上世
纪50年代穿梭在人声鼎沸的码头的来
往船只中；从《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
的达城名小吃……》中飘出的美食香味
诱惑着“好吃嘴”……

《达城记忆�老街老巷》通过这一篇
篇饱满的文章，一张张珍贵沧桑的老照
片，勾列出了老达州的城市脉络，为读者

绘制出了一幅达州的前世画卷“清明上
河图”：青石板铺成的窄街小巷，简单古
朴的河滩码头，你来我往的老式货船，矮
房檐下的风味小吃，吆喝叫卖的小商小
贩，街景的兴衰，美食的诱惑，这一幕幕
旧时光里的声色画面，让那些曾经离我
们渐行渐远的记忆，又重新跳跃在眼前，
变得鲜活纯粹。本书通过对历史文化的
挖掘，唤醒了人们对老达州尘封的记忆，
也让读者在这些街巷中感悟历史的变
迁、城市的进步和人文的印迹。

漫步达城大街小巷，品味达城老街
的商旅繁华，回眸达城小巷的别样风韵，
这些街巷沉淀着岁月的沧桑记忆、记录
着世间的人生百态，彰显着城市文化的
厚重。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达城已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老街因拆
除而消失，一些老街因扩建而展露新
颜。但不变的始终都是达州人心系家
乡、热爱家乡的那颗赤子之心。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达城记忆�老
街老巷》是一本有情怀、有责任、有故事
的书，它是老达州的历史缩影。书中每
一篇文章都寄托了作者对老达城的爱与
追忆，这是一种精神的纯粹。记住历史，
不忘乡愁，从而更准确认识达城的现在，
展望和规划她的未来，这是每一个达城
人最美好的愿望。

�赵小兰 本报见习记者 张海涵
本报社区记者 邱一彪 谯继�

“情怀”，“责任”，“故事”这三词，贯穿于
市政协编撰《达城记忆�老街老巷》，书中始终
流淌着一股淡淡的乡愁，一篇篇文章中对于
老达州的记忆沁润在字里行间，锁在这方寸
之中。

唤醒达城人渐行渐远的记忆
《达城记忆�老街老巷》出版

原巴山体育馆，现在的中心广场。

原朝阳路人行天桥

上世纪70年代的大众旅馆，现新世纪广场。

按照择优推荐和统筹兼顾的原则，
经过初评，从各地各部门推荐人选中确
定了20名达州市政法系统“十佳忠诚卫
士”候选人。这些候选人是全市政法系
统的优秀代表，他们身上有着忠诚担当
的意志品质、为民服务的鲜活事迹，也有
着对法治原则的坚守信仰、对公平正义
的执着寻求，他们从不同角度展现和诠
释了平安达州、法治达州建设进程中砥
砺前行的一份感动人心的力量。

为广泛宣传这批政法系统的优秀代
表，确保评选活动公开公平公正，将依托
达州日报社新闻客户端——掌上达州
APP开展网络投票活动。投票将于
2018年1月15日9:00全面启动，到2018
年1月19日17:00截止。

广大干部群众可通过下载“掌上达
州”为心中的政法系统忠诚卫士投票。

候选人名单和主要事迹简介详见
04、09版

（本报记者 闫军）

达州市政法系统启动
十佳忠诚卫士网络投票活动

当前，全市政法系统“四对照四
提升 做忠诚卫士”专题教育正深
入开展。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达到激励先进、弘扬正气的
目的，达州市委政法委、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决定在全市政法系统
开展“十佳忠诚卫士”评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