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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社会力量 决战脱贫攻坚
百余个扶贫合力团活跃在扶贫一线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民

政局了解到，我市充分发挥社

会组织的作用，成立 108 个扶

贫合力团，对全市 2.03 万未

脱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行

精准帮扶。

近日，宝鸡市甘肃商会为

凤翔县姚家沟镇亢家河村的贫

困户送去了价值 3 万余元的生

活用品。商会党支部书记段志

刚介绍，商会和宝鸡高新东方

英语培训学校两家社会组织是

一个扶贫合力团，对口帮扶姚

家沟镇的 44 户贫困户。前期合

力团入户摸排时，看到很多贫

困户家里被褥破旧，没有生活

家电，就购买了被褥、小家电

等。随后，合力团还计划帮助贫

困户销售农产品，根据贫困户

的不同需求，发挥自身资源优

势，制定个性化帮扶措施。

据了解，在我市像甘肃商

会这样由若干个社会组织组成

的扶贫合力团共有 108 个。为

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助力脱贫

攻坚作用，凝聚更多的社会力

量参与脱贫攻坚工作，市委、市

政府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在全

省率先提出了开展凝聚社会组

织力量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专项

行动。按照就近便利、供需相宜

的原则，从全市 2028 家社会组

织中，精心挑选了 442 家实力

较强的市级社会组织组建社会

组织扶贫合力团，与全市 98 个

镇和 10 个街办，2.03 万名贫

困人口“多对一”“一对一”精准

对接，围绕保障“吃穿住行用”，

开展壮大特色产业、提供就业

岗位、爱心捐赠、消费扶贫等十

个方面的帮扶。

记者了解到，自 4 月份以

来，108 个合力团纷纷行动起

来，积极与结对的镇街对接，逐

户走访了解贫困群众的需求，

制定帮扶措施。各社会组织发

挥优势、各尽所能，为我市脱贫

攻坚工作注入了强大动力。

关注特殊困难群体 确保脱贫不落一人
市民政系统全面做好特殊群体兜底工作

本报讯 特殊群体大多是“困中之

困”“坚中之坚”，需要民政部门特别关注

和帮扶。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中，民政部

门全面落实对残疾人的“两项补贴”，将

兜底工作做扎实。

日前，记者走进凤县惠民中心，看到环

境整洁干净、设施完备齐全。托养在这里的

22名精神障碍患者衣着整洁，情绪稳定。他

们有的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有的在菜园里

忙碌，有的在活动室看电视，各得其乐。

据了解，这 22 名精神障碍患者均

来自县上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因为

精神障碍患者存在管护难、隐患大等问

题，成为其所在家庭的沉重负担，导致

家庭迟迟摆脱不了贫困。为解决这一问

题，凤县民政局大胆探索，聚焦特殊贫

困群体脱贫难题，建立凤县脱贫惠民中

心，开展贫困精神障碍患者集中托养救

治，实现“救治托养一人，解放一个家

庭，脱贫一户群众，维护一方和谐”的兜

底目标。

民政部门仅今年一季度向 69010 名

困难残疾人发放生活补贴 1270 万元，向

28595 名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 750

万元。强力推进农村幸福院星级评定，建

立农村留守老年人定期探望巡访制度，

开展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等活动。同时，

我市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

儿童保障工作体系，全面落实孤儿基本

生活费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救助政策。

对城乡低保家庭中的 70 周岁（含）以上

老年人、18 周岁（不含）以下未成年人

以及重残、重病患者，分别按照每人每月

不低于当地保障标准的 30%、50% 比

例增发低保金，为他们的基本生活筑起

了坚实屏障。

本报讯 农村特困人员需要特别的

爱。今年我市扎实推进特困供养织网暖心

行动，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

“敬老院里环境好，绿树成荫有花草，

住得宽敞又明亮，生活美满多丰富，衣服

床单有人洗，有病不用把钱掏，孤寡老人

喜盈盈，我们越活越精神……”近日，金台

区中心敬老院的五保老人尹天虎用自编

的一段快板向记者描述了他在敬老院的

幸福生活。尹天虎是金台区硖石镇五七

村人，老伴去世早，唯一的女儿已出嫁，

他一个人独居在家。前些年，老人患了脑

梗，留下了偏瘫的后遗症，日常生活受到

影响。村上将老人送到了金台区敬老院，

让老人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特困供养织

网暖心行动，对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

正在享受农村特困供养政策的人员，持续

落实相关政策，确保其稳定脱贫不返贫；

对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无劳动能

力且符合条件的全部纳入农村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对一般农户中仍处于贫困边缘

人口和已脱贫但仍有返贫风险的脱贫监

测人员，加强动态监测，符合条件的及时

纳入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确保其

不致贫或返贫。

各级民政部门全面落实特困人员基本

生活费和照料护理费，逐人签订特困人员

委托照料服务协议，确保“平日有人照应、

生病有人看护”。今年，通过排查新纳入农

村特困供养对象93户、93人，全市目前共

有农村特困人员7122户、7259人，发放基

本生活费和照料护理费共计1730余万元。

此外，我市将养老机构建设作为兜底

脱贫的重要工作来抓，为失能半失能特困

人员配备全职护理员，聘请医务人员、设

立医务室，全天候全方位对他们进行生活

照料、娱乐陪护、健康护理等，着力打造农

村特困供养老人的温馨家园。据了解，目

前全市共有养老机构 44所、社区日间照

料中心87所、农村幸福院1139所，养老床

位23800张，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安享助餐、

助浴、助医等贴心服务，大幅提升了农村

特困人员的幸福感。

落实“分级审批”“先行救助”机制——

权限下放为群众解燃眉之急
本报讯 困难群众遇到突发

性、临时性灾难，如果走正常的救

助程序，往往达不到救急的效果，

为了方便群众，我市民政部门落

实“分级审批”“先行救助”机制，

解了群众的“燃眉之急”。

近日，凤县平木镇东庄村

贫困户杨伍生的妻子突发脑溢

血，送医后做了开颅手术，治疗

不到三天，费用高达 2万元。杨

伍生没想到的是，他向平木镇人

民政府申请临时救助后，仅过了

3天就拿到镇上发放的 9500 元

救助金。临时救助作为解决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的兜底性制

度，是保障困难群众突发性、紧

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的重

要举措。据了解，原来群众申请

临时救助需要报到县区民政局

审批，群众从申请到拿到救助金

一般需要 20个工作日。

去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

临时救助织网暖心行动，对急

难型救助和单次救助金额在 1

万元（不含）以下的，县区民政

部门委托镇（街）审批。按照每

年不低于 10 万元的标准足额

安排镇（街）临时救助储备金。

对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

难，需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

家庭和个人，由镇（街）或县级

民政部门先行救助，事后补齐

相关手续。对遭遇突发事件、意

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

原因导致基本生活困难的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边缘户”或已

脱贫但仍有返贫风险的人口，

加强日常走访，及时跟进实施

临时救助。

据悉，目前全市镇（街道）已

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

实现了万元以下临时救助镇街

直接审批和急难情形先行救助。

截至目前，全市对农村困难群众

实施临时救助共计 14340 人次，

发放救助金 1022 万余元。

全市未脱贫建档立卡人口排查工作全面结束——

19257人纳入兜底保障范围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民政局了

解到，我市扎实开展社会救助兜底保障

对象排查，始终把精准认定对象作为兜

底保障工作的前提和关键，做到精准识

别，确保应保尽保、应兜尽兜。据了解，

目前我市 2.03 万未脱贫人口排查工

作已全面结束，纳入兜底保障范围的有

19257 人。

从 3 月份开始，我市民政系统对全

市 2.03 万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逐户逐人进行摸排，重点对建档立卡

已脱贫户、未脱贫户、脱贫监测户、边

缘户、一般困难人员五类人群享受社

会救助兜底保障情况逐一进行排查，

对未纳入社会救助兜底保障范围人员

以及通过综合研判、日常走访发现的

困难人员，尤其是未纳入兜底保障范

围的未脱贫户中无劳动能力或弱劳动

能力人员，做到 100% 入户排查，不漏

一户、不落一人。

将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不

符合整户纳入条件的重度残疾人、重

病患者参照“单人户”纳入农村低保范

围 ；低收入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

患者等部分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

员，参照“单人户”纳入农村低保范围。

享受低保政策的贫困人口中通过就业

或接受产业扶持等政策后，收入虽超

过低保标准但仍不稳定的，落实“渐退

帮扶”政策，延长 12-18 个月低保救助

时限，确保其稳定脱贫。同时，密切跟

踪受疫情影响的贫困人口情况，及时

落实兜底保障等社会救助政策，确保

其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因刚性支出较大纳入农村低保范围的——

全市 5.16万人获得及时救助
本报讯 “多亏民政部门的

好政策，让我有了战胜困难的

信心。”近日，金台区蟠龙镇晓

光村村民陈师傅说道。记者了

解到，因刚性支出较大，生活陷

入困难的群众，近两年来获得

了民政部门的有效支持。据统

计，自该政策实施以来，全市有

5.6 万人获得救助。

几年前，陈师傅打工时伤

了手，从此干不了重活。2019

年，他的儿子遭遇车祸，仅医药

费就花了 50 多万元，让这个家

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村上得知这一情况后，立

即向民政部门汇报。工作人员

上门调查核实后，启动了刚性

支出救助机制，给他家每月发

放 938 元的低保金，解决了他们

的基本生活问题。此外，市民政

部门还为其发放了 8000 元的临

时救助金，缓解了他的困难。

据了解，刚性支出救助机

制是我市民政部门的创新举

措。在遵循中央和省级相关政

策的前提下，将居民家庭成员

因病、因残、因学、因意外等原

因导致的刚性支出纳入收入扣

减范围，符合条件的及时纳入

救助，有效拓宽了我市低保救

助范围，让支出型贫困家庭的

生活得到最大保障。这一做法

得到了群众的普遍称赞，并成

功入选民政部 2018 年度社会

救助领域优秀创新实践案例，

在全国全省推广。

据统计，全市农村困难群

众因刚性支出较大纳入农村低

保范围的达 5.16 万人，占农村

低保总数 60% 以上。

民政兜底助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版稿件、照片均由本报记者鲁淑娟采写、拍摄）

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之年，宝鸡市民政局把脱贫攻坚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发挥民政部
门兜底保障作用，在全市民政
系统扎实开展了“兜底保障百
日冲刺行动”。

推进特困供养织网暖心行动——

农村特困人员有了温馨家园

  不久前，眉县民政局为低保户桑好贤建起了新厨房。

敬老院工作人员照顾老人用餐

凤县惠民中心托养人员在活动室打球

甘肃商会精准扶贫捐赠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