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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湖南省安仁县民政
局工作人员通过社会

救助大数据预警监测和上门核

查袁主动将牌楼乡柏叶村陷入生
活困境的张开发一家三人纳入

最低生活保障范围遥
民生无小事袁 枝叶总关情遥

2023年以来袁 湖南省民政系统学
思想尧重实践袁切实履行基本民生
保障职责袁着力健全分层分类社会
救助体系袁聚焦重点对象加大救助
帮扶力度袁民生升温可感可及遥

综合统筹
救助政策贯通灵活

社会救助是党和政府保障

困难群众的托底性制度安排，也

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湖南省多地

基层干部曾向记者反映，社会救

助政策分散在民政、教育、人社、

住建、医保等多个部门，还存在

工作协同和资源统筹难度大，各

类救助政策制度衔接不够紧密

等困难，需要进一步加强工作协

同、资源统筹和信息共享，全面

提升社会救助工作合力。

近年来，湖南省民政厅聚焦

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坚

持和加强党对社会救助工作的

领导，着力推动“五级书记抓社

会救助”，充分发挥各级社会救

助议事协调机制作用，强化统筹

协调，着力构建综合救助格局。

湘潭、永州等地建立了由政府主

要领导牵头、30多个部门组成的
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株洲天

元区等县市区成立了高层级社

会救助工作专班。

不久前，天元区雷打石镇铁

篱村村民、肢残离异人员李建校

来到镇民政办反映，长期跟他一

起生活的伯父去年 6 月不幸病
逝，为了伯父看病和料理后事，

自己花销大，月收入却只有 2000
元左右，还要负担在读大学的小

孩，入不敷出，请求救助。

李建校伯父是一名退役军

人、特困供养对象。区民政局获

悉信息以后，局救助专班（区社

会救助领导小组办公室）迅速召

集由退役军人、残联、医保、卫

健、乡村振兴和镇、村等方面专

业人员参加的政策会商会。

会上，多部门据实核定李建

校伯父患病期间除去医保报销、

保险公司理赔外，实际个人自费

部分约 7000 元。虽然他的有关
要求不符合退役军人、残疾人、

乡村振兴相关救助帮扶政策，但

经过核算家庭经济状况及其支

出情况，本人及小孩符合天元区

临时救助条件。

今年 4月下旬，天元区民政
局审核通过李建校提交的临时救

助申请，为其发放临时救助金。

社会救助综合统筹机制推

动各地实现救助资金、救助资

源、救助政策、机制运行、部门协

同“五统筹”，作为牵头单位的民

政部门在行政执行上调得动人、

插得到底。天元区民政局局长龙

海燕感慨地说，社会救助走向精

准认定、立体分析、部门协同、上

下一体，避免了“政策沉淀”。

政策找人
主动发现野沉默少数冶

“县医保局在筛查时，发现

肖晴妮丈夫支付的医药费有 10
多万元，远远超过一般村民所能

承受的费用，推测这家人可能会

因病致困。”前不久，宜章县民政

局社会救助工作人员黄文柳向

本县五岭镇民政助理员蒋国招

发去监测预警名单。

肖晴妮是该县五岭镇分水

村人，一对双胞胎女儿正在上小

学，家里还有一个 3岁的儿子。
原本一家人幸福和美，怎奈天有

不测风云，她丈夫突患肝癌，高

额的医药费让这个普通之家陷

入困境。

蒋国招上门核实情况。没过

多久，肖晴妮一家享受到兜底保

障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产

业帮扶、就业救助等多重“政策

红利”。

近年来，湖南省省市县三级

协同联动，推动防止返贫和低收

入人口两个动态监测平台互联

互通，通过“大数据+铁脚板”及
早发现像肖晴妮这样的“沉默少

数”。去年，光省级监测平台就跟

踪监测 442.12万低收入人口，发
送预警线索 4.8万条，及时纳入
救助 6647人。

为了做到精准救助，各地根

据致困原因和困难程度对困难

群众实施分层分类救助帮扶。第

一圈层为城乡特困人员、孤儿和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第二圈层为

城乡低保对象、防止返贫监测对

象、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

员；第三圈层为刚性支出困难家

庭等其他困难对象。在此基础

上，把救助帮扶政策归类，汇编

成《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政策

文件一本通》，再以家庭为单位

摸清救助需求，按照基本生活、

康复、关怀、照护、心理、健康、资

助等类别，建立困难群众需求清

单，将需求与政策进行精准匹

配，实行分类施策、一户一策。

湖南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处

长陈本文说，分层分类社会救助

体系推动实现社会救助从“人找

政策”到“政策找人”转变。2023年
年底，全省低保对象较 2022年底
增加 2.8万人。目前，低保、特困保
障困难群众 222.92万人。

社会参与
特色服务温暖人心

全省各地深化社会救助制

度改革，大力发展服务类社会救

助，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现金救

助向“资金+物资+服务”多维度
保障转变，从简单生活救助向综

合救助服务转变。

株洲市芦淞区贺家土街道大

园社区低保对象曾某，因中风瘫

痪在床，需要营养补充、出行帮

助、健康服务等支持。株洲市大同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通过救助

资源库配置，定期送去牛奶、大米

等生活物资，联动志愿者为他代

办事务、协助外出，还针对他的医

疗需求提供爱心药卡免费康复服

务，联合心理咨询师常态化开展

心理疏导服务，帮助他增强融入

社会的信心。后来，曾某主动捐赠

书籍回馈社会，主动捐款帮助其

他困难群众。

永州市社会组织踊跃参与

“万企兴万村”行动，目前 551家
会员企业与 548 个村建立对接
帮扶关系，社会组织和会员单位

通过“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等

方式，采购农副产品 1700 余万
元。郴州、岳阳、常德等地的专业

社工对当地困境儿童开展“预

防—缓解—发展”三级功能阶梯

服务，开设“求助热线”“悄悄话

信箱”，为困境儿童搭建社会支

持网络，提供心理支持、家庭关

系调解和学业辅导等服务。

“在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救

助帮扶服务方面，社会组织和志

愿服务优势明显。”天元区齐心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齐卫

国表示，面对需求的井喷之势，

供给端在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

方面总体来说还有差距，亟需大

力发展。 渊据叶湖南日报曳冤

野救冶在身边 温暖可及
———湖南持续推动社会救助提质增效纪实

兜牢民生底线，社会救助干

什么？怎么干？广东省广州市从

化区用“大救助”模式交出乡村

共富的答卷。

开展义诊、义剪、心理疏导

等关爱健康活动，向群众现场讲

解救助政策法规、救助流程、寻

亲途径……为了让幸福阳光照

进每一个角落，从化区发动社会

多元力量参与社会救助。

从化区民政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从化区积极构建“物质+服
务”的救助方式，探索建立完善

政府救助和慈善帮扶有效衔接

工作机制，加强政府救助和慈善

帮扶信息互通共享，创新公益慈

善力量参与社会救助途径方法，

逐步形成了“救助+社会组织”
“救助+慈善”“救助+社会工作”
“救助+志愿服务”的“大救助”模
式，满足了社会救助对象多元化

的救助需求。

野救助+冶注入多元救助力量

“我终于‘走’出房间了。昨

天开着电动轮椅去买菜，见到阳

光，整个人好舒服……”眼前这

位笑开花的单亲妈妈玉姐（化

名）是从化区街口街“双百”社工

联动多方力量协同救助服务的

对象。

由于身体残疾、经济困难，

加上刚搬进社区，生病了的玉姐

就医困难。社区社工了解到情况

后，链接多方资源为玉姐解决送

医、照顾和医疗费用等问题。如

今，玉姐终于打开窗，“走”出去，

每天定期到社区散步，生活逐渐

恢复至正常。

玉姐是从化区链接多元力量、

探索“救助+”模式的生动缩影。从
化区的“大救助”模式包括“救助+
社会组织”“救助+慈善”“救助+社
会工作”“救助+志愿服务”。

为解决好困难群众和特殊

群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日常生活问题，从化区完善社会

救助与慈善资源对接机制，启动

“幸福+”系列主题计划，围绕农
村困难群众吃饭、洗衣、学习、就

诊、理发等生活必需方面遇到的

实际困难，深入实施“幸福食堂”

“幸福童享”“幸福衣坊”“幸福学

堂”“幸福义诊”“幸福义剪”六大

主题项目。项目开展以来已服务

约 7.8万人次。
一通热线电话，是紧急援

助，是心理疏导，是情绪支持。热

线守护，只为第一时间回应困难

群众的需求和关切。

从化区推进“救助+社会工
作”，持续开展社工“红棉守护”

行动，畅通“红棉守护热线”。社

工通过电访、探访等方式为辖区

内独居孤寡、低保低边家庭、残

障家庭等兜底性困难社群提供

咨询、心理辅导等服务。

为受助人员点亮生活的希

望，从化区借力志愿团队，合力

点亮救助微“光”。

一份“爱心清单”，为散居特

困供养人员、重病、重度残疾人

等困难群众提供比市面价值低

3-50元不等的产品；一个“爱心
到家”平台，让困难群众足不出

户也能感受到社会关爱。购买后

由商超定时直送各村居或社工

站，由救助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

者组成的“跑腿帮”为行动不便

的困难群众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此外，从化区以各镇街救助

部门负责人担任购物团团长，以

微信群为载体，及时发布团购链

接、汇总爱心物资购买信息，实

时解决和反馈困难群众线上购

买疑惑，切实做好对接物资配送

方和服务困难群众的工作。

专项救助让救助衔接更紧密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和衣食冷暖，是保障基本

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

稳定的兜底性、基础性制度安

排。从化区不断夯实基本生活救

助，加强基本民生保障，解决群

众实际困难。

加大农村地区基本生活救助

力度、落实“单人保”政策、做好

“就高”救助指引、做好“分类救

济”工作、及时发放价格临时价格

补贴……从化区真情实措让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与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实现“同频共振”，联

动提高各类社会救助标准保障困

难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如何让救助服务水平更加

精准？从化区落实“经济状况信

息化核对+生活状况综合评估”
双核查机制，在家庭经济状况核

对的基础上，通过入户调查，对

新申请家庭和在册救助家庭全

面开展生活状况综合评估，确保

“应保尽保”“应退尽退”。

落实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待

遇、强化技能提升培训、落实好扶

困助学工作、拓展法律援助渠道、

推行法律援助服务市域通办……

在医疗救助、住房保障、就业援

助帮扶、教育救助和司法救助等

专项领域，从化区不断强化落实

机制，让救助衔接更紧密。

“在健全完善学生资助体系

方面，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学前教

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等

所有学段全覆盖，公办与民办学

校全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

覆盖。”从化区民政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从化区全面推进资助育

人和精准资助，为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顺利入学、完成学业提供了

强有力的保障，有效地维护了社

会救助对象的合法权益。

渊据广州市民政局冤

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
探索野救助+冶模式袁为乡村共富注入多元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