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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贤飞

日前，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元旦春节期

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从全面落实

低保等基本生活救助政策、进一步加大临时救助力

度、加强特困人员日常照料和健康服务等方面提出明

确要求。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

暖。在确保“应保尽保”的同时，要进一步提高社会救

助精准度，让社会救助更加暖人心扉。

既要履行救助职责，更要确保救助精准。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的托

底保障要求。让社会救助更精准，必须建立主动发现

机制，拓宽发现路径，如通过扎实的走访、发挥大数据

的作用等，制定救助信息共享资源库，科学设置预警

指标，全面开展动态监测，进而在第一时间发现真正

需要帮助的人。

既 要 做 到 物 质 上 关 心 ，更 要 发 展 服 务 类 救 助 。

让社会救助更有温度，要做到高效服务，及时协调

解决春节期间困难群众急难愁盼的个案问题；要对

症下药，因人（户）施策。困境儿童、孤寡老人、残障

人士等困难群体不仅需要货币及实物上的关怀，还

需要全面关爱。要加快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探索

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有效衔接机制，助力构建综合

救助大格局。

既要提高救助效能，更要构建长效机制。要主动

公开、主动告知，加大社会救助政策宣传力度，不断提

高社会救助公开透明度。大力推动救助申请“掌上

办”“指尖办”，提高制度可及性，提速救助时效性，打

通社会救助“最后一公里”。健全完善社会救助监督

长效机制，深入实施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开展社会救

助领域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综合治理行动，确保

社会救助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

让社会救助更精准更温暖

■ 本报记者 丰静

引进社工 柔性服务困难群体

“霞姐，这是我们给小诚请来的家教志

愿者徐老师。让他给小诚辅导英语，我们来

帮您搞搞年终大扫除。”春节前夕，合肥经开

区莲花社区社工肖宏、黄欣荣等一行四人来

到明珠华庭小区居民吴晓霞（化名）家中忙

活起来。

之前一场车祸造成吴晓霞的丈夫去世，

晓霞本人肢体一级残疾，丧失劳动力。此

后，下半身瘫痪的晓霞与儿子小诚相依为

命。了解到晓霞家庭情况后，去年 8 月，莲

花社区将晓霞家庭纳入低保范围，并将小诚

认定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享受相关保障。

低保等救助资金每月按时打到晓霞银

行卡上，解决了晓霞和儿子的生活问题。不

过，平常的卫生打扫、儿子的课业辅导等问

题，还是让晓霞感到力不从心。小诚今年八

年级，各项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但英语常

常拖后腿。

“我和社区说了这个困难，没想到社工

们每周主动给孩子做一次课业辅导，寒假还

不忘进行英语辅导。”坐在轮椅上的吴晓霞

笑容满面地告诉记者。

“过去，我们对困难群体的走访慰问主

要是在年中、年末进行资金和物资发放，现

在涵盖了生活照料、精神慰藉、能力提升等

综合救助。”莲花社区副主任查永建告诉记

者，去年社区引进专业社会组织——合肥经

开区润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由该机构的社

工人员对辖区低保户和其他困难家庭基本

情 况 进 行 摸 排 ，建 立 了 救 助 帮 扶 台 账 206

户，收集了个性化需求 400余条。

社工人员根据需求，制定一整年的走访

慰问安排计划。帮扶对象不仅有低保困难

群体，还包括了困难边缘家庭。

“政策性救助因服务对象普适性的特

点，在救助受理周期、救助时间上有刚性要

求。引进社工服务，实现了社会救助由刚性

救助到柔性服务的转变。”合肥市民政局副

局长杨咸春表示。

记者从合肥市民政局了解到，近年来，

在合肥市积极孵化下，从事社会救助服务的

社会组织不断壮大。截至目前，合肥市城区

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全覆盖，备案各类志愿

服务类社会组织 500余家。

创新项目 打造社会救助品牌

“引入社工机构，我们主要是通过设置

救助服务项目，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杨咸春告诉记者。去年以来，合肥市瞄准城

乡低保户、特困供养、低收入家庭中的老年

人、残疾人、重病患者、未成年儿童等困难群

体，开展了社会救助服务提升暨品牌创建在

百街（镇）行动，形成了一批“温馨救助·情满

合肥”的社会救助品牌项目。

截至去年底，合肥市累计实施服务救助

项目 475 个，投入项目资金 8242 万元，撬动

社会资本 1306.4 万元，服务困难群众 45.01

万人次。

“各乡镇（街道）根据辖区困难群众群体

特点设置项目。”杨咸春说。合肥市蜀山区

的“蜀你有爱·筑爱南七”、庐阳区的“筑爱三

孝口”、经开区的“心莲心”、瑶海区的“情暖

长淮”、高新区的“小人国星计划”、新站区的

“磨帮扶·邻温暖”、长丰县的“亲情牵手·关

爱特困供养”等 40 个救助服务项目成为合

肥市首批社会救助服务优秀案例。

为强化项目管理，合肥市不断完善救助

服务项目“发布—对接—服务—评价—提

升”机制，构建了政府部门、服务对象、专业

机构等协同配合的绩效评估模式，建立起社

会救助服务项目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从行政

监管、服务成效、项目管理、社会影响等多个

方面对社会救助服务项目进行综合评估。

“作为服务签约使用方，我们重点考察

困难群众需求档案更新的及时性、活动

开展的频次、群众对项目开展的满意度

等。”莲花社区民政工作人员刘本英告

诉记者，他们每年都会开展项目中期

和末期评估。项目开展优秀的社会

组织，也有了更多机会参与其他项

目，如开展“心莲心”社会救助项目的润生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还在经开区海恒社区、高

刘社区等参与了社会救助项目。

去年，合肥市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

社会救助的积极性，切实发挥社会组织在服

务困难群众、助力产业发展、优化生态环境、

助推文明建设等方面的专业优势，又开展了

“百社帮百镇（街）”行动，进一步引导合肥市

滁州商会、农学会等市属社会组织发挥自身

优势，与县（市）区乡镇（街道）结对帮扶，助

力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目前，已有 19

个市属社会组织对 19 个乡镇（街道）进行了

结对帮扶。

构建体系 “链接”社会慈善资源

“通过社会救助项目，我们不仅服务困难

群众，还‘链接’了许多慈善资源。”社工肖宏

说。在服务“心莲心”项目过程中，肖宏走访了

莲花社区1000多家中小微企业，其中有200多

家企业表达了想要参与社会救助的意愿。

“为‘链接’更多慈善力量参与到社会救助

工作中来，我们不断探索‘政府救助+慈善救

助’模式，实现从‘资金+物质’到‘资金+物质+

服务’转变的救助方式。”合肥市蜀山区民政局

副局长周平告诉记者，依托社会救助品牌项

目，该区在辖区 12 个镇街、开发区布局建设

“慈善服务综合体”线上线下服务平台，建立资

源库、需求库，推行“困难群众点单、慈善服务

综合派单、爱心企业接单”的“三单”制。

截至目前，综合体入驻企业 500 余家，

招募志愿者 13826 名。2022 年度，共募集善

款 217 万元。春节将至，蜀山区发挥慈善综

合体作用，分别组织社会力量走进 12 个镇

（街）开发区，开展针对困境儿童和分散供养

的特困老人的关爱服务活动。

截至去年底，合肥市已实现政府救助与

慈善救助衔接机制的全覆盖。依托各级慈

善组织，该市已成立县级、街道级社会救助

专 项 基 金 30 余 个 ，社 区 公 益 理 事 会 80 余

个。各级政府投入种子基金 254 万元，筹集

社 会 资 金 1372 万 元 ，救 助 各 类 困 难 群 众

70174 人次。

专项基金的种子资金由政府和基金会

按 1:1 出资形式注资形成，并通过线下、线上

多种形式，动态为专项基金筹款。随着专项

基金合作模式的不断创新，基金由单一的筹

资，拓展到筹资与筹物相结合，即根据服务

项目的需要，向社会公开募集所需物资，用

于实物救助。

“当前，合肥市社会救助主体已从原来的

政府一元向‘政府+基金会+社会工作者+社会

力量’的多元主体转化，救助内容由单一的政

策性资金救助向‘资金+实物+服务’的多样化

转变。”杨咸春告诉记者，下一步，合肥市将扶

持一批扎根基层的社会组织，形成一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特色项目，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共

同富裕，兜住兜牢兜好民生保障底线。

多元救助，织密民生兜底保障网

■ 本报记者 柏松

“老李，你的低保这个月就能打卡

了，注意查收啊！”1月 13日，低保员黄嫚

莉来到淮南市潘集区夹沟镇脱贫户李王

永的家中进行回访，每月 2100元的保障

金，为这个困难家庭解了燃眉之急。

不久前，淮南市社会救助大数据信

息系统发现，夹沟镇华李村有一对残疾

夫妇生活困难，随即发出预警。黄嫚莉

与村里取得联系，并核实确认后，将李王

永纳入农村低保 A 类保障，实现社会救

助从“人找政策”转向“政策找人”。

去年以来，淮南市以大数据为抓手，

全面建立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

救助帮扶机制，推动社会救助工作从“被

动申请”向“主动救助”转变，让符合救助

条件的低收入人口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该市建设的社会救助大数据信息

系统，通过整合乡村振兴、医保、卫健等

10 余个部门数据，编织信息、预警、救助

3 张网络，打造了横向部门数据互联互

通，纵向省、市、县（区）、乡镇（街道）无

缝对接的大救助信息共享资源库，实现

了 14 万余名低收入人口的动态监测预

警全覆盖。

借助社会救助大数据信息系统，淮

南市将 2709 名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纳入

低保、特困范围，推行精准预警“一键

办”、救助申请“线上办”、求助电话“跟

踪办”，并对分散居住特困人员开展特

殊关怀活动。

“我们从困难群众实际需求出发，

通过下放低保、特困审核确认权限至乡

镇（街道）、在实际居住地申办救助，创

新救助申请模式，打通了社会救助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淮南市民政局负

责人郑田宏说。

“数据赋能”提质效

■ 本报记者 罗鑫 张敬波
本报通讯员 王质琨

1 月 9 日上午 7 时 30 分，宣城市流

浪乞讨人员救助站 4 名工作人员驱车

出发了。他们历时 20 多个小时，跨越

近 2400 公里，终于在 1 月 10 日凌晨 1 点

左右，成功将一名离乡多年的流浪人员

护送回他的家乡——黑龙江省绥化市。

事情要从去年 2 月 22 日说起。当

天下午，宣城市公安局济川派出所民警

护送一名疑似精神障碍的男子到该市

救助站。经过查证，该男子名叫某新

春，随身之物只有一张身份证，户籍所

在地为黑龙江省绥化市。

宣城市救助站办公室主任唐金霞

告诉记者，经过近一年的治疗和休养，

某新春的病情逐渐好转。如今临近春

节，为了让他早日返乡与家人团聚，该

市救助站开启了暖心护送之旅。

“一路奔波不容易，但就像他的名

字‘新春’一样，让他在春节到来之际，

迎来人生的新春。”宣城市救助站现场

工作人员孙晨阳说。

为切实做好春节期间救助管理工

作，宣城市救助站积极与流出地救助站

对接，确保春节前将前期受疫情影响滞

留在站的特殊受助人员全部安全护送

返乡。同时，持续做好寻亲服务，开展

“寒冬送温暖”专项行动，劝导、接领街

面生活无着人员进站避寒。

“我们全力保障生活无着的流浪乞

讨人员过上一个安心、团圆、温暖年。

同时开展源头预防关爱，为返乡的生活

困难、年老独居、精神异常及智力障碍

等易走失人员提供居家环境微改造、回

访探视、精神关爱等服务。”宣城市救助

站副站长杨小娟告诉记者。

爱心护送暖“新春”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本报通讯员 袁浩

“真没想到，我们乡下人搬到城里

来住，低保这么快就办下来，心里暖乎

乎的！”1 月 10 日下午，泗县运河街道汴

河社区学士院小区租户张海雁对上门

回访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张海雁是泗县黑塔镇黑塔村困难

群众，去年 11 月，她带着孩子租住泗县

城区一间民房。当地街道、民政和妇联

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对她给予先行救

助。同时，泗县民政局和街道优化社会

救助审核流程，为张海雁一家办理了最

低生活保障，并帮助其实现了居家灵活

就业。

近年来，泗县健全完善困难群众主

动发现工作机制，主动摸排困难群众，

精准对接救助需求。该县将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和临时救

助等救助审核确认权限全部下放至 18

个镇（街道），为困难群众开通了“绿色

通道”。该县还打破户籍“壁垒”，简化

临时救助申报流程，实现救助政策县域

内一站通办。

今年 40 岁的刘娟家住泗县泗水街

道大刘社区，其肢体二级残疾并患有乳

腺癌。她家中两个孩子正在上学，经济

拮据。街道工作人员在走访摸排中发

现，该户符合申请低保、临时救助条件，

很快将其家庭纳入城市低保保障范围

和临时救助范围，并实现当月救助款项

打卡发放。

泗县民政局副局长郭金蕊告诉记者：

“为使社会救助工作更加科学精准，我们

与泗县人社、医保、残联、乡村振兴等部门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通过数据比对、信息

共享，合力织牢民生保障‘一张网’。”

“先行救助”提效能

合肥市创新“资金+实物+服务”社会救助模式，依托救助项目，

撬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为困难群众送去“阳光”——

■ 本报记者 陈成

“感谢政府及时提供社会救助，经

过治疗，我爱人的病情已逐渐稳定。”1

月 12 日，安庆市岳西县响肠镇千佛塔

村村民王大姐在电话中对记者说。

王大姐家有 6口人，去年 10月，她的

丈夫胡大哥在宁波遭遇意外。千佛塔村

社会救助顾问吴文翠得知这一情况后，立

即向响肠镇民政办报告。

接到镇里报告后，岳西县民政局及

时联系事故发生地宁波海曙区民政局，

向他们介绍了胡大哥家的状况。海曙

区民政局实施了紧急救助，并表示会继

续提供救助。响肠镇政府还对该户实

施临时救助，并将胡大哥家整户纳入农

村低保保障。

像吴文翠这样的救助顾问，安庆市

共有 1555 名。去年 8 月，该市正式实施

社区救助顾问制度，要求各区县通过打

造救助顾问团队，实现“人找政策”到

“政策找人”的转变，切实解决困难群众

救助帮扶“最后一公里”问题。

岳西县设置 68 个社会救助顾问服

务点，为居民提供及时、全面的救助顾

问服务。该县除了由各村（社区）民政

专干担任救助顾问外，还吸纳农村“五

老”、社会爱心人士、志愿者等组建社会

救助顾问队伍，县、乡镇定期对顾问队

伍开展业务培训，督促其做好走访发

现、政策引导、社会融入等工作。

该县充分调动“救急难”互助资金、慈

善基金等各类社会资源，弥补政府资源的

不足。同时明确，救助顾问对符合城乡低

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等政策的，及时帮

助引导申请政府救助。对暂不符合救助

政策或经救助覆盖后仍有生活困难的，积

极帮助对接社会资源进行救助帮扶。

“救助顾问”解急难

③③

①①

②②

③③ 1 月 12 日，枞阳县红十字会志愿者慰问孤儿。春节将

至，该县红十字会启动 2023 年度“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

动，为 54名孤儿送去家庭温暖箱、毛毯等新春礼物。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王章志 摄

②② 1 月 13 日，来安县舜山镇

民政救助站工作人员为该镇复兴

村救助对象胡小龙送去棉被、米、油等生

活物资。

本报记者 周连山 本报通讯员 吕华 摄

①① 1 月 13 日，在黄山市徽州区

岩寺镇龙井社区，镇村干部正在给计

生特扶群众发放鸡蛋、大米、牛奶等春节

慰问品。 本报记者 潘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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