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6 月7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玉槐
美       编 ：李    敏
校       对 ：王    帅6版民政专刊民政专刊

民政救助工作难在任

务重、种类多，如何将救助

工作做细做实，民政人一直

在探索。记者了解到，今年

以来，市民政局着力构建大

救助格局，细化完善救助体

系，为救助对象伸出援手。

什么是大救助格局？

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家

住扶风县段家镇青龙村的

郭东（化名）今年 21 岁，因

患重大疾病长期在西安住

院治疗，自付费用花了近

10 万元。由于家庭无力承

担高昂医药费，他提出了

低保申请。因为他家情况

特殊，市、县、镇、村积极配

合，多方协调，第一时间为

其提供临时救助缓解燃眉

之急。同时，相关部门协调

其所住医院提供相关医治

佐证资料，联系公安部门

为其办理了单人户口，沟

通县农商银行为其开通绿

色通道办好了银行卡，组织

民政业务人员上门收集资

料，在郭东出院之前为其办

好了低保手续，有效解决了

其住院医疗花费过重的问

题。郭东的救助事例，就是

我市构建大救助格局，充分

发挥市社会救助工作联席

会议、县级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保障协调机制作用的

体现。通过市社会救助联

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和市、

县、镇民政部门的共同施

救，为需要帮助的群众及

时送上服务。

今年，我市积极构建大

救助格局，不断细化完善“五

层八类”体系，根据救助对象

具体情况，做好防止返贫监

测对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等低收入人口在医疗救助、

教育资助、住房保障等方面

的救助帮扶，并加强沟通协

调，畅通资源对接，推进民政

领域基本生活救助与各类专

项救助深度融合，提升社会

救助整体效益。

为了精准识别救助对

象，我市还创新建立集成服

务中心。困难群众来集成服

务中心录入户籍信息、财产

情况、健康状况等，工作人员

就会对照政策列出救助“菜

单”，制定救助“套餐”，包含

基本生活救助、教育救助、医

疗救助、住房救助等。这么一

来，困难群众只跑一次就能

享受到民政政策救助、综合

转介救助、急难型救助，达到

了只进一个门、办成很多事

的效果。目前，集成服务中心

已率先在麟游县九成宫镇南

坊社区和凤翔区柳林镇进行

试点，取得初步成效。 

低保准入再放宽    扩围增效暖民心

低保是社会救助体系中

的核心制度安排。近年来，我

市深入推进低保扩围增效，

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应

兜尽兜。截至今年 5 月底，全

市共纳入低保对象 46812 户

99539 人，今年 1 至 5 月累

计发放低保资金及各类补贴

2.6216 亿元。

记者了解到，去年市民

政局在出台《宝鸡市最低生

活保障工作实施细则》的基

础上，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

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兜底保

障工作的通知》，放宽了低保

准入条件，简化了低保金核

算办法，优化了低保审核确

认流程等，有效保障了困难

群众的基本生活。52 岁的杨

某就享受上了这一政策。

杨某家住金台区金河镇

段家坡村，由于重度残疾无法

工作，与年迈的父母一起生

活，一家三口只能依靠其父亲

的退休金维持生计。因其父亲

是退休职工，全家年人均收

入核算后超出了低保标准，按

以前低保政策，杨某无法被纳

入。去年，市民政局会同有关

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最

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兜底

保障工作的通知》后，杨某参

照“单人户”提出了低保申请。

杨某父亲已经 82岁，母亲 79

岁，根据“70周岁（含）以上老

年人给付的供养费用按100%

比例予以豁免”，将杨某父母

给付的供养费用豁免后，杨某

的收入低于农村低保标准，且

其家庭财产符合条件，最终将

杨某本人依规纳入了农村低

保范围，月领取低保金及各类

补贴609元，有效保障了杨某

的基本生活。

为了持续健全完善横向

部门联通、纵向上下联动的

监测预警机制，我市对脱贫

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

发严重困难户等低收入人口

进行动态监测预警、入户核

查和常态化救助帮扶。同时，

我市还充分发挥村（社区）社

会救助协理员、急难问题快

速响应服务队等骨干力量的

作用，采取集中培训、以会代

训等方式，促进基层工作人

员提高业务能力，推动基层

工作人员及时主动发现并帮

助困难群众申办救助，实现

“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

变。据统计，今年以来，我市

民政部门组织县区开展数据

交叉比对 5批次 261万条次，

结合低保年审走访摸排困难

群众 10.29 万余人次，及时将

符合条件的6443人纳入了低

保等兜底保障范围。 

群众申办社会救助

前不久，我市一名低保

对象在西安市雁塔区过马

路时突发意外，与一辆摩托

车相撞后昏迷不醒，生命垂

危。因当时没有作出事故责

任划分，虽然交强险先行垫

付了 1.8 万元医药费，交警

部门的道路救治基金救助

了 5万元，但因其家庭经济

能力有限，依然无力支付巨

额医药费。考虑到这位低保

对象的特殊情况，经市、县

民政部门联系协调，在西安

市雁塔区民政部门实施急

难救助 1.5 万元的基础上，

我市及时启动县区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协调机制，给予

其急难型临时救助金 2 万

元，一起帮其渡过难关。

临时救助是一项政府

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

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

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

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

法覆盖或者救助之后基本

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

家庭或个人给予的应急性、

过渡性的救助。近年来，我

市切实发挥临时救助“兜底

线、救急难”的保障作用，出

台完善了《城乡居民临时救

助实施细则》，进一步规范

了临时救助标准，优化申办

流程、扩大救助范围、畅通

申办渠道、加大救助力度、

提高救助时效，使遇到突发

性、紧迫性、临时性生活困

难的群众得到及时救助。

为了有效解决外地来

宝人员急难型突发性困

难，我市还加大了非户籍

地临时救助工作力度，让

外地来宝人员真正感受到

民政救助的真情和温暖。

14 岁的魏某是我市一名初

中在读学生，与父母、弟弟

从河南来到宝鸡生活。不

久前，魏某在学校突发疾

病被送至市区的医院救治，

后转至西京医院，治疗费

用较大。得知此消息后，市

民政局第一时间与市教育

局、魏某就读学校协调沟

通，按急难型临时救助政

策，指导其家长在学校所在

地镇街申请非户籍地临时

救助，最终申请到 1.3 万余

元救助资金，缓解了他们家

的燃眉之急。

据 统 计，2023 年 我

市累计实施临时救助共计

15592 人次，发放救助资金

2700 余万元，人均救助金

额较上年度增加了 56%。

今年 1至 5月，已实施临时

救助 7742 人次，发放救助

资金 1317 万余元，对保障

全市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发挥了重要作用。 

干部入户开展社会救助核查工作

“三色预警”管理提升照护质效
75 岁的关浩（化名）是

凤翔区糜杆桥镇五曲湾村特

困供养对象，常年独居。镇村

在排查中发现其住所杂物乱

堆、线路凌乱，存在一定的安

全隐患后，及时将他纳为红

色预警对象进行管理，鼓励

他清洁个人卫生，组织照护

人帮其清理杂物，动员村组

干部为其搭建院落围挡、整

修杂物间及院内地砖，还联

系社会组织为其更换被褥、

添置桌椅柜子、粉刷室内墙

面，使该户安全隐患被消除，

居住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糜杆桥镇民政干部说：

“我们镇五曲湾村共有分散

供养特困对象 14户 14人，按

照‘三色预警’要求，及时将 4

户 4人确定为红色预警户重

点关注，解决他们的吃饭、住

房、卫生、照护、看病等难题，

不断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记者了解到，全市现有

城乡特困人员 7414 人，其中

居家分散供养 4866 人，占

比 65.63%。为切实解决分

散供养特困人员情况特殊、

困难具体、照护责任落实难

的突出问题，市民政局在全

市推行凤翔区“三色预警”管

理模式。根据分散供养特困

人员居住条件和个人精神面

貌等情况，分为红、黄、绿三

个等级，实施动态管理，对标

记为绿色的正常管理，督促

照护人、探视人对特困人员

长期照护；对标记为黄色的

定期关注，研究解决其安全

风险隐患；对标记为红色的

重点关注，梳理问题清单，落

实责任，限期整改。同时，积

极动员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

和包抓干部、社会组织及邻

里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

为红色预警对象提供“点对

点”“面对面”“一对一”上门

服务，关注特困人员身体状

况和生活现状，为他们提供

更多关怀和帮助，真正让特

殊困难群体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关怀与温暖。 

家住陇县温水镇火烧

寨村的薛某，因家庭困难申

请低保，又担心妻子董某一

直在外务工不能及时回来

完成信息核对。前不久，在

温水镇民政干部的指导下，

薛某电话联系其妻子通过

电子授权远程完成了家庭

经济状况信息核对。“电子

授权就是方便，要不然还得

屋里人请假回来办理。”薛

某说。

据温水镇民政工作人

员介绍，这是民政部门利用

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的一

个缩影。群众只需要识别二

维码，点点手机就能完成电

子授权，进行信息核对。最

近，温水镇先后有 5户 8人

在申请农村低保过程中，使

用电子授权完成信息核对

并生成了核对报告。

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

对，是实现社会救助对象

精准识别和认定的必要环

节。近年来，市民政局主动

适应数字化发展形势，研

发了核对系统电子签章，

有效缩短办理时间，解决

核对对象授权签署真假难

辨等问题。同时在“宝鸡民

政”“宝鸡民政服务”微信

公众号链接了核对平台，

开通了网上申办窗口和电

子授权功能等，困难群众可

在线申请社会救助和电子

授权，社会救助工作人员可

在线查询救助家庭人口、收

入、财产等相关信息，打通

了救助事项网上申请、身份

信息在线认证快速通道，实

现救助事项“就近办、网上

办、掌上办、一键办”。

记者了解到，去年 3

月，我市成功入选民政部

信息核对全国试点城市。

一年多来，我市已完成了

市智慧救助综合管理系

统、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

对系统本地化升级改造，实

现了全国住房、证券、银行

等 8类数据源对接，构建了

以数据共享交换、调度决策

支持为核心的数字化、智能

化信息管理系统。核对系统

运行以来，全市各级各类机

构委托核对新申请救助对

象和在册对象累计达 293

万余人次，核对住房救助、

困难职工认定等信息 95

万余人次，保证了实施最

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教

育救助、住房保障等社会

救助制度的公正性。 （本版稿件均由本报记者李一珂采写）

数据赋能    社会救助掌上办

临时救助    帮群众渡过难关

悠悠万事，民生为重。今年

以来，市民政局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对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

关爱、格外关心，帮助他们排忧解难”的

重要指示，积极探索立体式、多维度综合

社会救助路径，全力打造统筹衔接、分

层分类、精准高效的综合救助格局，

让困难群众享受到贴心温暖、高

效便捷的社会救助服务。

编者按

用心兜牢民生底线

      用力提高救助能力

构建大救助格局    集成服务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