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民助 〔2018〕 14号

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
|实施意见

各设区市、

临时救

(市 、区)民政局、财政局 :

基本生活权

施办法》(苏 办发 〔⒛15〕 101号 )出 台以来,各级民政、财

厅

厅

政

政

民

财

省

省

政部门全面

乡居民突发

开展救急解

在救助对象

是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困难群众

的托底性制度安排。2015年 ,《 江苏省临时救助实

进临时救助制度健全完善和实施,较好地化解了城

、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在兜住民生底线、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些地区还不同程度存

够精准、时效性不强、救助水平偏低(制度效能发

作保障不到位等问题。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挥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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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根据民政部、财玖部《关干栽丁卢加踽和改进临时救勋工
作的薏见》(民 皮 〔⒛18)23号 )9现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

一、明确总体要

救助体系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基本生  益。

的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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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制度前置,对正在申请办理低保、特困人员供养、医疗救助等

社会救助,基本生活严重困难的,可先行实施临时救助,再按规

定办理相关救助审核审批手续。

(二 )注重临时救助制度吻卜充性”功能的发挥。对实施低

保及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有严重困难的,要

再行给予临时救助;对不符合其他社会救助条件,生活暂时陷入

困境的,要及时给予临时救助。

(三 )注重临时救助制度“过渡性”功能的发挥。要充分运用

好
“
转介服务

”
,对实施临时救助后,仍不能解决救助对象困难的,

要根据救助对象的实际需求提供转介服务,帮助申请低保、特困、

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专项救助,或是由政府救助向慈善救

助转介,尤其要注重发挥临时救助制度在解决因病
“
支出型

”
贫困

问题中的
“
摆渡

”
作用,先给予临时救助保障基本生活,再按医疗

救助政策实施救助。通过
“
转介服务

”,形成救助合力,增强救助

效能。

三、完善政策措施

(一 )进一步明确救助对象的认定条件。

1.急难型救助对象:主要包括因火灾、爆炸、交通事故、

溺水、人身伤害等意外事件造成家庭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主要经济

来源中断,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及遭遇其他特殊困难等原因导

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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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急难型对象的认定,要重点把握急难的类型、程度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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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造成的影响。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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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民主评议和公示等环节,直接予以救助 ,

并在急难情况缓解后,登记救助对象、救助事由、救助金额等信

息,补齐经办人员签字、盖章手续。

2.支 出型临时救助。要注重提高救助的精准性,严格执行

申请、受理、审核、审批程序,进一步规范各个环节工作要求。

要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走访、信
`息
采集等方式,充分利用申请救

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加强对申请对象家庭情况和经济状况

的调查了解,对情况复杂或争议较大的,可组织民主评议,提高

临时救助对象认定的准确性;要坚持事前公示和集中公示相结

合,乡 镇 (街道)在调查完成后、上报县级民政部门前,将 申请

临时救助对象进行公示,县级民政部门在审批完成后,定期对临

时救助对象进行公示;要规范档案管理,及时将申请书、家庭经~

济状况、致贫致困原因、审批表等原始资料整理归档,确保材料

完整、齐全、有效,做到
“
一户一档

”。

(三 )进一步细化临时救助标准。要立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根据托底线的要求,建立与低保标准挂钩的临时救助标准

调整机制,根据救助对象的家庭人口、困难类型、困难程度和困

难持续时间等因素,进行分类细化。要依据分类分档原则,合理

确定临时救助金额。根据救助对象不同的困难情形,确定救助类

型;同 一类型救助对象根据不同的困难程度,确定救助档次,构

建科学合理的临时救助标准体系。对于重大生活困难,临 时救助

标准可采取一事一议方式,根据具体情形分类分档设定,适 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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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救助额度。

审批、分阶段救助的方式9  救助精准度。

时救助的平台,形成救助 力。

四、强化组织保障

(一 )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积极争取 地党委和政府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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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社会救助管理部门之问、社会救助管理部门与其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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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深入推进 “
救急难

”工作。各地要准确分析和把握社

会救助形势,不 断深化对
“
救急难

”
工作的认识,强化

“
救急难

”

意识,认真谋划推进
“
救急难

”
工作。要完善

“
一门受理、协同

办理”工作机制,不 断优化社会救助受理、分办、转办、反馈等

工作流程,严格办理时限和工作要求;要健全急难对象主动发现

报告机制、快速响应机制,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救助;要认

真评估、总结
“
救急难

”
综合试点经验,不断提升工作成效。通

过加强部门协同、推进资源统筹、提升救助效益,进一步强化制

度落实,创新工作机制,提升综合救助能力,有效化解人民群众

各类重大急难问题,切实兜住民生底线,最大限度防止冲击社会

道德和心理底线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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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1月 26日 印 发江苏省民政厅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