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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史莺）全家唯一的收
入来源——桃园，在日前大清河洪水
浸入静海区台头镇时遭受损失；自己
高位截瘫；老伴儿身患白血病尚在治
疗中……今后的生活怎么办？69岁
的刘大爷一筹莫展。此时市、区两级
民政部门联手，及时为符合条件的一
家人申请低保。“生活又有盼头啦！”解
了燃眉之急的刘大爷愁容尽消。“摸排
工作持续开展，得把救助政策措施送
到炕头，不漏一户！”昨天市民政局社
会救助处负责人介绍，截至8月19日，
已转移安置民政服务对象约1.55万
人，动员社会组织捐赠款物4000余万
元，拨付捐赠款物2100余万元。
“最快下个月，刘大爷一家就能

享受到低保政策。”静海区民政局社
会救助科负责人张海莹告诉记者这
个好消息。原来，在此之前，靠桃园
维持生计的一家人就一直是民政部
门的重点关注对象，但由于种种原
因，刘大爷一家并不符合低保相关政
策。“洪水过境期间，刘大爷和老伴儿
郝大娘纳入民政服务对象，被转移安

置在静海区海福祥养老院。得知桃
园被淹，老两口感觉日子没了指望。”
此前，市民政局及时印发《关于做好
我市防洪防汛期间困难群众兜底保
障工作的通知》，对于受困群众经前
期应急期救助、过渡期生活救助后基
本生活仍有较大困难的，街镇予以临
时救助；符合低保等条件的，及时纳
入低保保障范围，确保基本生活不出
问题。张海莹介绍，市、区民政部门
在确认刘大爷一家符合低保户申请
条件后，特事特办帮他们“跑腿”，眼
下低保审核相关程序正在进行。
“汛情发生后，市民政局成立了困

难群众救助组，牵头全市社会救助、儿
童、养老等多个处室业务工作。我们
还制定防汛工作方案、应急预案，梳理
相关领域救助政策，并定期汇总各区
汛情期间困难群众数据统计。截至
19日，共摸排困难群众1745人次，给
予临时救助7人次，救助资金1.414万
元，已纳入低保、低保边缘家庭6户。”
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负责人表示，在
前期已部署开展因灾致困群众排查的

基础上，民政部门继续逐户逐人联系
摸排，加强各类救助对象“一人一档”
动态信息管理，边走访、边宣传、边发
现、边救助。

如何分类施策、精准救助？民政
部门畅通社会救助热线、直通车微信
码等快速求助渠道，在已梳理14项政
策、15项措施、4个应急处置流程的基
础上，进一步细化分类救助手段，对过
渡期后仍有困难的，强化临时救助解
困作用，依托街镇“一门受理、协同办
理”机制，快速实施“先行救助”，帮助
尽快渡过难关。对现行政策救助后仍
有困难的，强化慈善资源灵活帮扶作
用，依托市、区两级社会救助基金（资
金）实施“发点球”“一对一”个案救
助。“对困难老年人、困境儿童等特殊
群体，强化关爱照料，特别是加强临时
安置失能老人的养老机构服务管理，
确保把特殊群体服务好、保障好。同
时，加强与公安、城管等部门配合，持
续加大街面流浪乞讨人员发现救助力
度，坚决兜住兜好兜牢底线。”该负责
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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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政策措施送到炕头不漏一户

本报讯（记者雷风雨）记者从市教
委获悉，2023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
四、六级考试（CET）成绩查询服务昨
天开通。

从昨天起，考试可以实施 4种
查询方法：中国教育考试网，网址：
http://cet.neea.edu.cn/cet；微信搜索
“中国教育考试网”小程序；使用百
度App搜索“中国教育考试网”小程
序；使用支付宝App搜索“中国教育
考试网”小程序。

从9月1日9时起，考生可登录
中 国 教 育 考 试 网（www.neea.edu.
cn），免费查询、下载本次考试电子
成绩报告单。

英语四六级考试
成绩查询已开通

本报讯（记者雷风雨）记者从市
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本市2023年
全国成人高校招生考试今起报名。
10月10日起，考生可自行上网打印
准考证。

本次报名时间为8月25日至28
日，考生登录“招考资讯网”进入天
津市成人高校招生考试网上报名系
统进行报名。报考医学相关专业、
申请加分照顾、免试入学、网上审
核未通过的报考者，须根据报名条
件要求在线上传所需相关材料的电
子照片，8月27日至30日携带本人
《居民身份证》和上传的相关材料
原件，到网上报名时选定的报名点
进行现场审核。现场审核完毕后，
考生还须在网上缴费后才可完成报
名，未完成网上支付缴费的报名信
息无效。

成人高考今起报名

10月10日起打印准考证

本报讯（记者史莺）从纸端到指端，倾
听的方式与时俱进，但聆听的诚恳始终未
变。39载间，《今晚报》已经成为百姓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老友，更好服务读者所需、倾
听读者心声，是本报一直以来的初心。继
首期读者调研活动收到热烈反响后，第二
期调研活动于8月11日至17日举行，上百
份读者的热情反馈纷至沓来。昨天上午，
读者见面会在比亚迪汽车天津津维瑞通
4S店举行，大家围绕报纸发展、内容设置、
活动策划等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现场还
抽出15名幸运读者，获赠精美礼品。
“《今晚报》的报道贴近民生、内容丰富，是

一份真正为老百姓办的报纸。”这是58岁的读
者高强对本报的评价。她说自己从1984年
就开始看晚报，彼时3分钱一份报，她爱不释
手，当天看不完就留着转天继续看。高强还
是位有着十余年资历的本报评报员，“报纸内
容不断推陈出新，现在的评报方式也变了，晚
报成立读者微信群，如同在报纸与读者间拉
起了一条纸短情长的线上纽带。我们有什么
建议立刻就能在群里提出，第一时间就能收
到反馈，比以前更快更方便了”。
“虽说网络发达，但在网上阅读和手捧

纸质报纸的感觉还是不一样。”古稀读者陈
芳说，她平时最关注的是“天津”“副刊”等
版面，“最新的民生政策解读，晚报上应有
尽有。此外我还关注教育、就业、健康、养
生类等文章，希望晚报能一直做好看的新
闻、做有用的服务。”身为母亲，44岁的读
者尹伊伊总是把“副刊”里精致小巧的文章
留存下来给孩子看，“多看名家、大家的作
品，对孩子写作文大有益处”。

此次活动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读者需
求、收集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本报提供更
优质、更贴近读者的服务。读者的反馈对
《今晚报》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报将认真倾
听每一位读者的声音，也期待与读者相遇
在更多精彩活动中。

晚报“读者见面会”了解
读者需求、收集宝贵意见

做好看的新闻
做贴心的服务
做有用的报纸

本报讯（记者王绍芳）作为第十
四届津台投资合作洽谈会的重要活
动之一，津台大健康创新科技研讨会
22日在津举办。本届研讨会以“创新
科技引领 共享健康生活”为主题，两
岸医学领域专家学者围绕中医药文
化传承与发展、养老照护、生物科技
等内容作演讲交流。

研讨会指出，津台两地在卫生健
康领域各具优势和特色，拥有广阔
的合作空间。此次研讨会是新冠疫
情发生以来首次恢复线下举办，在
经历与病毒的抗争后，民众更加感
受到健康生活的珍贵和两岸医学互
鉴的必要。希望本届研讨会能够为
两岸医学专业交流带来启迪，为两

岸同胞健康谋得福祉。国医大师、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
学院学部常务委员、天津市中医药
研究院名誉院长张大宁先生，全国
台企联副会长、天津市台资企业协
会副会长、合富（中国）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琼芝女士，厦
门长庚医院院长、台湾长庚医院名
誉院长、台湾医疗典范奖获得者蔡
莹煌先生以及台湾医务学会秘书
长、高雄医科大学附设冈山医院筹
备处顾问黄明国先生等两岸医学专
家学者，围绕大健康产业相关热点
进行了主旨发言。在津医疗领域就
业求学的台湾青年以及相关企业代
表参加了研讨会。

津台大健康创新科技研讨会在津举办

两岸医学互鉴 共谋健康福祉

天津联通近日举办线路专业技能比武，来自天津联通管线运营中心和18个分

公司的20个代表队参加比赛，充分展示出联通“铁军”高超的光缆维护技能和“比、

学、赶、超”的“铁军”士气。图为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张立 通讯员 阎筠摄

光网“铁军”“穿针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