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社区关心关爱特殊群体方案 社区
关爱特殊群体工作总结(精选5篇)

方案是指为解决问题或实现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步骤和措施。
方案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
方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社区关心关爱特殊群体方案 社区关爱特殊群体工作
总结篇一

xx年5月18日是第二十四次全国助残日，今年主题是：关心帮
助残疾人，实现美好中国梦。当天，黎城县黎侯镇李庄村博
爱特殊教育学校内欢声笑语，长治市xx公益群的志愿者一
行55人走进这所学校，看望慰问这里的特教儿童和老师，用
爱心为他们送去了快乐和温暖。

活动中，志愿者们与生活老师一同为孩子包饺子，并参观了
教室和学生的作品。在与孩子们一起互动游戏时，“教官”
表现突出，孩子们天真烂漫，非常活泼，十分开心。志愿者
们的到来，给这些特殊的孩子们带来了心灵的慰藉，播撒了
爱的阳光，让孩子们备感温暖。

期间，校长向志愿者们介绍了学校的情况和目前存在的困难：
学校的孩子多为残障儿童，一部分孩子大小便无法自理，洗
衣量极大，急需四台大容量的洗衣机;目前学校餐厅的桌椅板
凳老旧，孩子们使用极其不便，需要更新。听完校长的介绍
后，志愿者们都被刘校长自费办学的爱心之举所感动，部分
群友表示将利用自己的人脉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来关注这些
特殊孩子，尽力帮助刘校长改善学校环境。

是一个智障孩子的母亲，曾担任过小学代课教师，办学前她
和丈夫经营着一间门市，是村里的小康之家。但她始终有块
心病，就是不想让自己的智障孩子成为社会的负担，于是便



有了办一所特殊学校的心愿，为了这个心愿，她举债60万元。
学校自xx年开办以来，从起初的十几个孩子发展到现在xx多
名身有残疾、智障的孩子，这些孩子在这里得到了无微不至
的关爱和正常教育。

活动结束后，xx带领大家参观了xx的著名景点xx和xx。

此次活动要感谢以下人员:

1.提供活动线索的xx;

2.活动踩点人员:xx;

3.历次捐赠的朋友及本次活动现场捐赠的朋友;

5.积极参加本次活动的各位群友:xx

6.特别感谢活动带车的群友：xx

7.最后感谢xx积极供稿.

社区关心关爱特殊群体方案 社区关爱特殊群体工作
总结篇二

第一条为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制度，保障特殊困难群体的基
本生活，救济因病致贫、大病返贫等特殊困难群体，设立特
殊困难群体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基金。根据*、民政部《关于
印发〈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精神，结合新
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特殊困难群体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基金，
是指通过新区公共财政预算、社会各界捐助等渠道筹集，用
于新区困难群众患重特大疾病无力筹措治疗费用或治疗后经
各类医疗保险报销、民政大病医疗救助、临时救助，个人支



付医疗费用仍负担过重的补充医疗救助专项基金。

第三条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基金的基本原则：*引导和社会参
与的原则；发展可持续的原则；公开、公*、公正的原则；基
金救助与个人负担相结合的原则；专款专用的原则。

第四条建立新区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基金专户，用于办理基
金的筹集、核拨、支付等业务，实行分账核算，专项管理，
专款专用。

第二章资金筹集第五条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基金来源主要包
括：

（二）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团体、个人的捐助资金；

（三）医疗救助基金形成的利息收入。

第三章救助对象和条件第六条救助对象

（一）具有本辖区户籍的城市三无人员、城乡低保人员、农
村五保人员、孤儿、重点优抚对象及新区社会保障局、新区
农林水务局认定的其他困难群众及扶贫对象。

新区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生活困难个体工商户；新区生活2年
以上的暂住困难人口（需持有*部门签发的暂住证）。

第七条下列人员可申请医疗救助：

（二）救助对象因患重特大疾病需要住院治疗，但一次性个
人支付治疗费用数额巨大，其家庭无力支付或无法及时筹措
的。

第八条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基金申请家庭应积极参加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保险。对未参加上述医疗保险的，按照救助标准的50%予以



救助，一次性救助金额不超过3万元。

第九条因下列情形之一产生的医疗费用，不属于重特大疾病
医疗救助范围：

（一）危害国家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共安全的；

（二）参与*明令禁止的非法组织活动的；

（六）故意违反交通法规和安全生产规定造成的人身伤害及
工伤的；

（七）变性、镶牙、整容等非疾病治疗的；

（八）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章救助方式和救助标准

第十条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基金救助方式分为预借式救助和
给予式救助：

（一）预借式救助，也称医前或医中救助，是指新区困难群
众因患重特大疾病住院治疗前或住院治疗过程中，由于其家
庭无力筹措费用或无法继续治疗时而申请暂借但需要事后偿
还的应急救助。预借式救助根据预估医疗费用数额，按规定
比例预借救助基金，患者在申请各类医疗保险报销、民政大
病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给予式救助时进行扣收。

（二）给予式救助，也称为医后救助，是指新区困难群众因
患重特大疾病住院治疗后，住院治疗花费巨大，在各类医疗
保险、民政大病医疗救助、临时救助后，个人支付医疗费用
负担较重，造成其家庭基本生活困难，可申请一次性给予式
救助。

第十一条医疗救助基金的救助标准



（一）预借式救助标准新区困难群众因患重特大疾病住院治
疗，所住医院可直接结算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民政大病医疗
救助费用，预估治疗费用在10万元以下的，不予预借救助。
预估治疗费用在10万元以上的，按照预估治疗费用分段累加
预借救助的方式，具体救助比例为：10万元以下的部分按
照5%予以预借救助；10-15万元之间的部分按照20%予以预借
救助;15-20万元之间的部分按照40%予以预借救助；20万元以
上的部分，原则上按照40%-50%予以预借救助，具体救助比例、
金额由相关会议议定，酌情救助。新区困难群众因患重特大
疾病住院治疗，所住医院暂不能进行基本医疗保险直接报销
结算，所需住院治疗费用暂由个人全部垫付，预估治疗费用
在3万元以下的，不予预借救助。预估治疗费用在3万元以上
的，按照预估治疗费用分段累加预借救助的方式，具体救助
比例为:10万元以下的部分按照30%予以预借救助；10-15万元
之间的部分按照50%予以预借救助；15万元以上部分按照60%
予以预借救助，最高预借救助金额不超过9万元。

（二）给予式救助新区困难群众因患重特大疾病住院治疗后，
治疗花费数额巨大，经各类医疗保险报销、民政大病医疗救
助、临时救助后，仍需负担巨额费用的，剩余费用在3万元以
下的，不予给予救助。剩余费用在3万元以上的，按照剩余费
用分段累加给予救助的方式，具体救助比例为：6万元以下的
部分按照20%予以给予救助；6-10万元之间的部分按照40%予
以给予救助；10-15万元之间的部分按照50%予以给予救
助；15万元以上的部分按照60%予以给予救助，原则上一次性
给予救助不超过10万元。

第十二条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基金审核时需核减下列费用：

（一）医疗机构减免的费用及大病统筹支付费用；

（三）医疗救助对象参加其他各种商业保险支付或赔付的医
疗保险费；



（五）民政部门救助、社会慈善团体资助和个人捐助的费用。

第五章救助程序第十三条申请程序

二级甲等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患病诊断证明原件；

申请给予式救助的，要提供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出具
的诊断证明、原始病历、费用结算明细单、正式医疗收费凭
证等有关票据（原始票据被有关单位留存的，应当出具由该
机构加盖印章的票据复印件），及各类医疗保险、民政大病
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的凭证和社会捐赠、互助帮困情况等相
关材料。

（二）镇人民*在收到申请后，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相关证
明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的审核，并进行入户调查，核实申
请人详细家庭状况（家庭收入、不动产、种植业等相关状况
进行核算和采集影像资料），填写入户调查表。对不符合条
件的，要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对符合条件的，在
《特殊困难群体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基金申请表》中签注意
见，并由镇人民*主要负责人签字，加盖镇人民*公章后报新
区社会保障局，并在相关村社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包括家庭
基本情况、所患病种、就医医院、预估治疗费用等，公示时
间不少于3天，并留存清晰的影像资料。对公示中有异议的，
镇人民*要及时调查核实，对确实不符合条件的，要及时反馈
新区社会保障局，以终止审核审批程序。并向申请人做好解
释说明工作。

（三）新区社会保障局在接到镇人民*上报的材料（包括公示
影像资料）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复审核实，通过集体研
究及时审批。对申请预借式救助或给予式救助金额在3万元以
下的，由新区社会保障局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决定救助金额。
对申请救助金额在3万元以上的，由新区社会保障局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提出救助金额，并上报新区管委会分管领导审签。
对部分因资料不详、票据不清的，新区社会保障局要及时通



知申请人补充、完善资料。对不符合申请重特大疾病医疗救
助基金条件的，委托镇人民*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四条对申请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的要在民政救助后一个
月内提出申请，超过一个月未提出申请救助的，视为自动放
弃，不再受理。

第六章基金管理第十五条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基金管理

（一）新区财政局将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基金列入财政预算，
根据人口规模增长情况按一定比例预算。

（二）新区社会保障局设立新区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基金专
户，用于办理资金的收入、支付、结算划转等业务；为便于
及时救助，财政局应将预算资金及时足额拨付重特大疾病医
疗救助基金专户。

（三）新区社会保障局应根据审核审批的救助标准将资金从
基金专户支付给申请人，可直接向就医医院支付，也可以直
接银行账户划拨，确保救助基金及时到位、专款专用。

社区关心关爱特殊群体方案 社区关爱特殊群体工作
总结篇三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平安稳定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
础。为认真贯彻上级妇联精神和总体部署，围绕“平安社
区”建设，因地制宜，开展“平安家庭”创建活动，积极调
动广大妇女、广大家庭参与“平安家庭”创建活动，为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新的贡献。

一、指导思想

以^v^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v^和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平安社区”建设



的工作部署，以提高家庭成员的法律、道德水平为重点，以
创建健康、文明、和谐的家庭为目标，以家庭的平安促进社
会的稳定，为建设“平安家庭”，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贡
献。

二、目标任务

通过开展“平安家庭”创建活动，努力营造“五个”环境，
即安定有序的治安环境，优美文明的社区环境，公平正义的
法制环境，诚信友爱的人际环境，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进
一步增强“五个”意识，既增强家庭成员的懂法意识、安全
防范意识、健康文明意识、和睦相处意识、男女平等意识；
使更多家庭做好“四防”和实现“四无”，既防拐卖、防盗
窃、防抢劫、防隐患；无暴力、无^v^、无赌博、无犯罪；使
家庭成员更加充满活力，家庭更加和睦美满，社区更加优美
文明，社会环境更加和谐稳定。

三、活动内容

1、充分利用市民学校、社区简报、宣传窗、楼道小黑板等宣
传阵地，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倡议书等形式，广泛宣传平
安家庭创建，使创建工作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户户参与。

2、以开展文明家庭、学习型家庭、绿色家庭、廉洁家庭、孝
德型家庭评选为抓手，引导广大家庭成员提高思想道德文化
素质，提高生活质量，增强平安意识，以典型的示范作用影
响和带动广大家庭积极参与平安家庭创建活动。

3、依托社区维权站，开展法制教育进家庭活动，积极发挥维
权志愿者作用，宣传相关法律法规，使广大妇女懂法守法。
开展不让家庭暴力进社区、不让^v^进家庭、预防艾滋病等
活动，认真接待来信来访，及时化解婚姻家庭矛盾，构建维
护妇女合法权益的第一道防线。结合青少年零犯罪社区创建，
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角回应”的法制教育机构，为青



少年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4、充分发挥巾帼志愿者作用，积极开展“巾帼牵手银龄”活
动，为老个人提供精神上的慰藉，生活上有照料。深入实
施“巾帼社区服务工程”，拓展就业途径，做好扶贫帮困工
作。

5、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仅是居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的
需求，更是凝聚人心的载体。充分利用节假日等契机，有意
识地引导居民走出家门，融入社区，做到寓教于乐，陶冶情
操。

社区关心关爱特殊群体方案 社区关爱特殊群体工作
总结篇四

1975年，18岁的满族姑娘张桂梅随姐姐从黑龙江的牡丹江，
来到云南迪庆州中甸县支边。此后，在长达36年的时间里，
张桂梅把全身心献给了祖国西南边陲山区的教育事业。

36年来，张桂梅从迪庆、大理，再到华坪县辗转从教，成长
为优秀^v^员和人民教师。

1993年12月，正在大理工作的张桂梅，得知丈夫患了癌症。

不久，丈夫去世。

张桂梅曾失去活着的勇气。为了逃避悲伤，1996年她来到丽
江华坪县华坪民族中学，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政治课教学。

刚来时，她心灰意冷，只想在这样的偏僻之地了此残生。

然而，“是这片热土的父老乡亲和我的学生们，他们的坚韧、
向上的精神感染了我。有的孩子为了读书，竟然放弃了和父
亲见最后一面，强忍着悲痛坐在教室里，去完成他们的学业



和人生理想”。

这一切燃起了她做人的希望。于是，她下决心帮助这些孩子
们。她开始缩减自己的伙食费，少吃肉，甚至不吃肉，接济
他们，把自己的被子、衣服翻出来，给学生们用。

一个来自永兴乡的小姑娘，穿着脏旧衣服，经常发呆，成绩
很差。这引起了张桂梅的注意。了解后得知，这个小姑娘的
爸爸病逝，只有妈妈一人供她们兄弟姐妹生活，日子过得很
艰难。

张桂梅拿出干净衣服给小姑娘换上，又帮她交学费。

小姑娘感动：“张老师，你就是我的妈妈!”

张桂梅感到了快乐，感受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

就在这时，不幸再次降临。1997年4月，张桂梅忽然感觉身体
消瘦得特别快，脸也特别地黑，肚子却越来越大，疼痛难忍。
去医院检查，吓了她一跳，肚子里长了个像五个月娃娃那么
大的一个肿瘤。

医生要求她马上住院治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此时，张
桂梅承担着四个毕业班的教学工作，再过几个月他们就要参
加全省中考。

痛哭之后，张桂梅决定，不能把即将参加中考的学生扔下!

她默默地把医生检验的结果揣入怀里，赶回学校。

华坪这片热土的父老乡亲们，向她伸出了援手!

从县委到县政协、县妇联和她所在的学校，大家纷纷给她捐
款，关心支持她。



丈夫去世后，张桂梅没有再组建家庭。她没有亲生子女，全
身心扑在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上。

心系山里穷孩子的张桂梅，不顾病痛，从2001年3月起，一边
在民中当老师，一边义务当上了华坪县“儿童之家”的院长，
成了众多孤儿的“妈妈”。

刚建院，第一天就收了36个孤儿，从2岁一直到12岁，满院子
哭声震天，搅得左右邻居睡不着觉。

张桂梅尝试着与孩子们培养感情，细心照顾他们。孩子们的
卫生习惯很差，头上有虱子，不会上卫生间，大小便满院子
都是，床上、裤子里也是。她和工作人员洗得连饭都不想吃。

有一天晚上，她刚刚睡着，就听到有人大叫：“来鬼了!”

打了针，开了药，把孩子带回来，从此再没人说鬼来了。

儿童之家在张桂梅和同事们的辛苦努力下，迄今共抚养118个
孤儿，已有50多个走向社会。

而张桂梅这么多年，将自己所获得的国家以及各种奖励的奖
金，社会各界支援她治病的资金和自己的一部分工资，累计
用于资助学生、困难群众和教育事业的捐款已达70多万元。

张桂梅说，华坪县父老乡亲们对自己有救命之恩，我所做的
一切，就是想偿还这笔人情债，恨不得把自己变成几个人来
干。

张桂梅在民中教学和管理儿童之家时经常能看到、听到山里
孩子一个个的不幸遭遇。孩子们特别是那些贫困女孩的命运
更是让她心痛——她们为了求学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付
出了很大的代价。



张桂梅觉得应该给山里穷孩子一个公平。

她萌发了一个想法，办一所贫困女子高中，让山里的女孩子
都能免费接受高中教育，不再陷入“低素质母亲、低素质孩
子”这种恶性循环中，让她们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她来到省城开始穿街走巷四处募捐。

2008年1月7日，张桂梅忽然接到姐姐从哈尔滨打来的电话，
说哥哥病危，希望能见她最后一面。可她当时已答应和一个
企业家在北京做电视访谈节目，为的是给筹备中的女子中学
募捐。

做完节目，哥哥已经火化。她泪流满面。

苍天不负有心人。在云南省委、丽江市委的支持下，2008年9
月，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正式开学了，一下就招收了100名女学
生。而她则当上了该校的校长。

学校开学了，那些学生家长感动地说，^v^真好，当今的政府
真好，还真有这么一所不收费的高中。

在女子高中，张桂梅一直与学生同吃同住。

在这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里，她每天工作时间达到16个小时
以上。为了更好地对学生实施感恩教育，掌握学校几百名学
生的来历家底，她拖着病体，坚持走访了200名学生家庭，行
程6000多里，中途病倒两次，拔掉针头接着踏上家访路。

社区关心关爱特殊群体方案 社区关爱特殊群体工作
总结篇五

二、继续加强第二代残疾证的管理和核发工作，切实做到残
疾人底数清、情况明。对基础较好的村可以联合区残联进行



集中上门办理。确保有需求符合_的残疾人及时申领二代残疾
证，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三、实事工程：今年残联涉及的实事是市实事为残疾人免费
安装假肢。确保需要安装假肢的残疾人都能报名安装。

四、继续抓好残疾人康复服务工作，维持原有康复室的运转。
对需要辅助器具康复的人员及时进行登记，选择急需的人员
及时到区残联申请免费配发。继续做好阳光家园计划相关工
作，确保所有符合条件的精神、智力和重度肢体残疾人在近
几年能够分批享受相应托养和照料。同时做好有攻击倾向的
重度精神残疾人的集中托养工作。

五、继续做好残疾人及残疾人子女助学工作：对就读高中和
大学的残疾人子女和残疾学生进行全面摸底，配合区残联开
展扶残助学活动。

六、促进残疾人就业：认真组织就业年龄段内未就业残疾人
参加区残联组织的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班，以提高残疾人员
的生产、生活技能，激发广大残疾人自立能力和就业能力，
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打造残疾人美好的明天。做好残疾人
求职、失业登记、就业咨询、职业介绍等工作，以扶持残疾
人个体创业为重点，多渠道、多形式促进残疾人实现充分就
业。

七、继续落实好残疾人扶残维权工作，依法维护残疾人合法
权益，尽快建立健全残疾人维权体系。

八、结合民政临时救助、五保、低保、大病医疗救助等工作
的开展，对符合政策的残疾人家庭做到能保尽保，尽力解决
贫困残疾人的生活保障问题。

九、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项目：对全乡范围内农村贫困
残疾人危房进行摸底建档，在区残联立项的基础上进行组织



实施，以改善残疾人居住条件。

十、加大对残疾人保障法的宣传力度，提高全民助残的意识，
组织开展好“爱耳日”、“爱眼日”、“助残日”等活动。
进一步做好残联信息公开残疾人事业内容的更新、上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