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闭环化程序
夯实救助责任链

金溪县民政局制定了《政

府救助与慈善救助衔接点工作

实施方案》，推出了政府救助与

慈善救助衔接模块，明确了救

助覆盖对象范围和闭环化管理

程序，确立了“政府救助为主、

慈善救助补充”的综合性衔接

责任主体。

信息内环“一条龙”。金溪县

成立了以县民政社会救助口、县

民政慈善事业和社会工作口为主

要成员的工作专班，高效整合多

部门救助信息资源。由县级民政

社会救助部门汇集申请慈善救助

对象的家庭财产、刚性支出、救助

需求、慈善救助授权等信息，并定

期推送至同级慈善事业和社会工

作部门进行审核确认，打破信息

壁垒，共享困难群众救助需求等

信息。既保证精准有效回应困难

群众需求，又破解以往求助对象

找不到救助资源、慈善资源找不

到救助对象的双向困境，实现救

助信息和慈善资源、社会服务信

息内环及时沟通，确保精准对接、

共享和匹配“一条龙”到位。今年 1
至 9月，全县共排查匹配三类对
象人员 1193人次，其中，将 271
人纳入城乡低保，114人给予实施
临时救助，通过政府救助后能够

符合慈善资源救助平台的及时推

送至平台。

协调环节“一盘棋”。县级

民政慈善事业和社会工作部门

及时将审核通过的信息在“数

字民政”慈善救助平台发布。同

时，充分发挥公益慈善在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第三次分配

作用，协调引导慈善组织、社会

组织和爱心企业、志愿服务力

量参与社会救助，有效整合、统

筹协调慈善资源，确保慈善资

源精准触达、有效分配，有效回

应服务对象多层次、个性化的

需求。自政府救助与慈善救助

衔接工作开展以来，今年已累

计通过慈善平台救济困难群众

23 人次。
为持续巩固救助服务成果，

慈善救助结束后，县慈善总会将

救助人员名单反馈至县民政慈

善事业和社会工作部门，同时将

救助结果反馈至同级社会救助

部门及各乡镇（区、城市管委会）

民政所，确保服务质量互为“品

定”，形成结果闭环回流。

多元化载体
激活救助资源池

金溪县以公益慈善、“党建+

救助”、社工服务三大平台为载

体，激活政府救助、慈善救助资

源，形成齐头并进、协同发展的

整体合力，打通了群众救急救难

救困的“最后一米”。

公益慈善关爱平台。利用慈

善资金、“慈善+互联网”、“慈善
情暖万家”等载体，通过汇集申

请慈善救助对象信息、“数字民

政”慈善救助平台发布、“99公益
日”上线“慈心博爱·善行金溪”

慈善一日捐和省慈善“暖床前”

关爱农村留守老人，对困难家

庭、困难学生和困难老人实施精

准帮扶。

“党建+救助”网格平台。创
新“党建+3个 1、3个小”人性化
救助模式，及时发现并施救困难

群众。以“一个转变”，即通过政

府购买第三方服务，引入社会力

量参与救助，优化服务方式，实

现能力提升；以“一条信息”，即

通过搭载“省市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大数据智慧平台”及数字

民政核对平台，发现预警返贫致

贫人员信息及时精准动态管理，

实现“进出有序”，救助及时；以

“一部手机”，即大力提倡赣服通

“云服务”扫码申请救助，让数据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真正便捷

“一网通办”，一部手机就“跑通”

了线上自主申请等社会救助申

办流程。以“党建+小网格”为堡
垒、“党建+小窗口”为途径、“党
建+小制度”为保障进行快速实
效救助，落实村（居）“党建+社会
救助”机制，压实网格长、网格员

及救助协管员、党员先锋岗“五

必到 五必访”职责，将社会救助

工作纳入“党群积分制”激励，把

便民服务窗口搬到群众家门口，

让相互帮助成为乡村社区治理

的主旋律。

社工服务联动平台。创新

“五社联动”机制，充分发挥乡镇

民政服务站在整合多方资源、促

进供需对接、培养本土社工人

才、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等方

面重要作用，全面推进慈善与政

府救助领域的专业社工服务。聚

焦困难群众的个性化需求，根据

不同群体的差异化特点，发挥专

业社工优势，精准制定服务项目

和赋能方案，提供分群分级的专

业性、个性化关爱服务，从“兜住

底”向“优服务”拓展。

优质化服务
织密救助保障网

金溪县积极推行“物质+服
务”模式，在政府救助兜底的基

础上，引导社会慈善力量，弥补

困难及困难边缘群体服务救助

短板，提升全县社会救助纾难解

困水平。

聚焦打造探访“绿卡”品牌。

金溪县民政局积极打造“金‘溪’

望”社会救助服务品牌，以困难

群众需求为导向，以上户“打卡”

为抓手，不断创新救助服务手

段，科学组织实施救助服务内

容，强化困难群体兜底保障。

2023年来，结合党员干部结对帮
扶，积极链接社会资源开展心愿

环游记、爱心义诊、上门理发、居

家探访等助老慈善活动 3000 多
人次，推动公益慈善事业融入日

常生活，以品牌建设推动引领全

县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

聚焦服务监管“名片”品牌，

金溪县坚持救助对象“动态化+
诚信化”管理，注重救助工作顺

民意、“亮身份”，持续追踪掌握

全县特别救助情况，工作专班按

月统计全县救助情况，对于符合

条件的慈善救助群体做到应知

尽知，确保此项工作得以顺利开

展。同时，对以虚报、隐瞒、伪造

等不正当手段骗取社会救助资

金、物资和服务的，记入其诚信

档案列入失信名单管理，停止救

助并责令退回非法所得。

聚焦舆论宣传“公益”品牌。

金溪县依托全县社会救助工作

队伍及第三方社会组织救助服务

队伍，通过走访入户、志愿活动等

形式，做好政策和平台功能宣传，

引导群众理性看待慈善救助，鼓

励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慈善帮扶。

倡导诚信友爱、互帮互助的公益

理念，引导社会各界关心关注、

积极参与慈善救助事业，形成社

会各界广泛参与慈善救助的良

好氛围。 （据江西新闻客户端）

近年来，江西省金溪县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着力创新闭环化程序、多

元化载体、优质化服务，有效

链接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媒

体、爱心人士等救助资源，进

一步织密织牢兜底性社会保

障网，构建了“政府+慈善”

救助高质量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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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金溪：
构建“政府+慈善”救助高质量发展格局

新闻 NEWS

近日，《2022 环境资助者网
络(CEGA)报告》在深圳发布。据
悉，这是环境资助者网络连续第

五次发布年度报告，国内环境领

域核心资助方通过分享资助清

单，向国内外环保公益从业者分

享中国环境公益的最新实践。

报告显示，CEGA 成员在
2022年提供了约 2.84 亿元环境
资助，资助总额相较于 2021年
度统计的 3.06 亿元下降约 7%。
自 2018年 CEGA成员首次提供
年度资助信息以来，成员年度环

境资助总额基本在 3 亿元上下
波动，2022 年数据略低于 2018
年，为历年新低。

报告发现，非 CEGA成员的
其他 61 家环境领域基金会在
2022 年提供了约 3.98 亿元环境
资助，相较于 2021年统计到的
6.39亿元，有较大幅度的下滑。两
者汇总显示，国内 74家业务涉及
环境保护的基金会在 2022年共
提供了约 6.82亿元环境资助。
“生态保护与修复”连续第

五年位列接受资助金额的首位，

CEGA成员的投入达到新高，共
计 12498 万元，是上年的 1.44
倍，在年度资助总额中占比

44%；其次为“气候变化”，总额
2749万元，较上年下降约 10%；
“污染防治”总额 1098万元，与
上年基本持平。

在“生态保护与修复”议题

中“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物种、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

用”增长显著，其中“海洋生态系

统保护与修复”领域的环境资助

约 2790万元，是 2021年资助额

的 6.72倍；“物种、种质资源保护
与开发利用”领域的资助额 2774
万，则是 2021年的约 2.83倍。同
时，“森林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2855 万元仍是“生态保护与修
复”资助额最高的，但比 2021年
的 4346万元有明显下降。

环境资助投入的变化显示，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双碳”

目标日益落地的社会背景下，森

林、海洋和物种保护持续升温，

成为最受关注的环保细分领域，

而 CEGA 成员向气候变化领域

所提供资助还不到资助总额的

10%，则显示资金短缺与项目供
给不足并存。

此外，2022年 CEGA报告特
别开辟专章，呈现了“2022CEGA
优秀资助案例交流活动”评选出

的其中八个案例，协助国内外环

保公益从业者了解国内环境资

助者在生态保护与修复、污染防

治、气候变化、公众传播倡导、绿

色低碳企业推动、国际合作、行

业建设与发展等工作领域的最

新实践。 （王勇）

《2022 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报告》发布
环境领域资助额达6.8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