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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民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发文

要求进一步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

为加大低保制度落实力度，
特别是解决“应保未保”“政策
保”等问题，《通知》提出，不得随
意附加非必要限制性条件，不得
以特定职业、 特殊身份等为由，
或者未经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核
实直接认定申请家庭符合或者
不符合条件。

为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通知》明确，采取“劳动力系数”
方式核算申请家庭收入的，要客
观考虑家庭成员实际情况，对因
照顾家庭中重残、 重病人员、单

亲家庭中婴幼儿（0-3 岁）确实难
以就业或者较长时间无法获得
收入的，根据家庭实际困难情况
综合判断是否纳入低保范围。 同
时，《通知》进一步放宽了“单人
保”条件，对重度残疾人等困境
群体给予更多倾斜。

在进一步加强急难临时救
助方面，《通知》提到，各级民政
部门要加强临时救助与就业政
策、失业保险的政策衔接，帮助
有劳动能力的临时遇困人员渡
过难关。 及时将因病因疫因灾导

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或
者个人纳入临时救助范围。 加强
临时救助与受灾人员救助政策
的衔接， 对经过应急期救助、过
渡期生活救助后基本生活仍
有较大困难的受灾群众，及
时给予临时救助， 防止因灾
返贫。 应急期和过渡期救助，
原则上不超过三个月。

针对当前社会救助工
作中的一些突出问题，《通
知》要求，建立“人户分离”
与社会救助工作衔接机制。

积极开展“人户分离”社会救助
管理试点工作， 进一步明确居
住地、户籍地街道（乡镇）工作
职责，加强摸排统计，及时发现
困难群众， 协助做好困难群众
的社会救助申请和常态化管
理。 防止困难群众因跨区迁移
造成漏保或重复纳入低保。 加
强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
机制建设。

《通知》提到，加强低收入
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应用，
完善低收入库数据资源目录和
预警指标，通过数据交叉比对、
关联分析和综合评估， 筛查存
在风险的低收入人口。 各级民
政部门应通过低收入人口动态
监测信息平台开展困难群众主
动发现数据比对工作， 将抽查
发现的存疑问题及时转给各区
民政局、街道（乡镇）予以排查

并及时处理。
《通知》强调，各级民政部

门要切实履行社会救助体系建
设牵头统筹职责， 健全完善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
部门协同、 社会参与的社会救
助工作机制。

各区要加强政府购买社会
救助服务，提高社会救助专业化
水平，充分发挥社工、志愿者等
作用，落实关于建立村、社区社
会救助协理员制度的有关要求，
在困难群众较多（低保群众超过
200 人的）的村（社区）建立社会
救助服务站（点），在村（社区）设
立社会救助协理员。 加强社会救
助业务培训、 人才队伍建设，采
取政策解读、专家授课、案例培
训、经验介绍等方式，增强社会
救助经办服务人员对政策的理
解和把握，提升服务水平。

据悉，自 2014 年起，广州
市已连续开展九届社会组织公
益创投活动， 找准社会组织在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格局中的发
力点，投入 1.76 亿元，累计支持
1201 个公益项目落地，“公益小
项目”迸发“服务大能量”，不断
着力激发社会治理新活力，探
索形成五社联动的共建共治共
享社会治理“广州模式”。

今年， 广州市市级福利彩
票公益金将投入 2000 万元用
于开展广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
投项目， 在为老服务、 助残服
务、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
救助帮困、 社区治理等五大资
助类别对符合福彩公益金资助
宗旨， 促进社会公益理念传播
及有助于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
组织公益项目进行资助， 继续
续写公益创投的“温暖”故事。

制度建设助力
公益创投规范化发展

相关负责人介绍， 相对于
前九届活动， 第十届广州市社
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在制度规

范上取得新突破。
2023 年 1 月， 广州市社会

组织管理局对《广州市社会组
织公益创投项目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进行了修订并
正式印发实施。 新《办法》根据
公益创投活动实践的发展需要
对部分章节条款内容进行了相
应修改， 将资助范围和类别单
独成章表述， 进一步提高资助
金额上限； 通过增加承办单位
回避制度等规定，对承办单位、
评审专家以及社会组织提出了
更高的专业化要求。

资助金额增至 80 万元

第十届广州市社会组织
公益创投活动明确了为老服
务类、助残服务类、儿童福利
和未成年人保护类、救助帮困
类、 社区治理类五大资助类
别，并进一步完善了细化分类
和资助标准。

为老服务类、助残服务类、
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类、
救助帮困类单个项目最高资助
金额增至 80 万元，对社区治理

类项目资助也打破限制， 最高
增至 50 万元，鼓励公益创投项
目做大做强做深， 扩大品牌影
响力。

同时，对成立不足两年且
首次申报创投项目的社会组
织 ， 降低自筹资金比例 ，从
40%放宽至 20%， 将有助于进
一步激发和培育社会组织健
康发展。

全国社会组织均可参与

据了解， 第十届广州市社
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进一步扩
大社会组织参与公益创投的范
围，对注册登记地点不再设限，
只要公益创投项目实施地和服
务对象在广州市的社会组织，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的社会组织均可参与本市公益
创投活动。 同时，鼓励全国、广
东省级和港澳地区社会组织参
与广州市公益创投活动。“这一
创新举措将为广州市社会组织
公益创投活动带来新活力。 ”活
动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羊城晚报》）

广东省广州市
开展第十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

4月 19日至 21日，民政部社
会组织管理局组织的中省媒体与
陕西社会组织“聚焦社会组织新
风采 传递社会组织正能量”系列
采风活动先后在陕西省汉中市略
阳县、勉县和西安市开展。

4 月 19 日上午，采风团先后
到略阳县五大产业研究院（华夏
天麻城）、略阳县电子商务协会、
徐家坪镇感恩亭、明理馆、上坪
党校（干部培训基地）、徐家坪社
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徐家坪
镇安置点党群服务站进行实地
观摩，详细了解略阳县各类社会
组织助力乡村振兴成果展示。

据了解，近年来略阳县建成县
镇村三级社工服务网络体系，培育
社会组织 208 个、 社区社会组织
581个，注册志愿服务队 78支，志
愿服务项目 500余个；全县社会组
织带农联农 15249户，500多户嵌
入产业发展项目，带动群众务工 1
万多人次；围绕 35个省级、15个市
级、15 个县级社会组织组成的合
力团，实施帮扶项目 187 个，惠及
群众 10万余人次， 实现社会组织
与原深度贫困村对接帮扶全覆盖。

4月 19日下午， 中省媒体与
陕西社会组织“聚焦社会组织新风
采 传递社会组织正能量” 系列采
风活动座谈会在略阳县召开。民政
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二级巡视员张
军， 陕西省民政厅副厅长陈军和
12个陕西省级社会组织助力乡村
振兴合力团负责人参加会议。

记者在会议上了解到，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 陕西省依法登
记社会组织 31167 家（社会团体
17031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13948
家， 基金会 188 家）， 其中省级
1638 家， 市级 5675 家， 县区级
23854 家， 总数位居全国第 13

名。 陕西省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
数量约 7.9 家， 高于全国平均的
6.4 家，全国排名前十，西部排名
第二，西北五省排名第一。

4 月 20 日上午，采风团先后
来到勉县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阜
川镇小河庙茶业协会茶园基地，
了解勉县社会组织发展情况和
小河庙茶业协会助力当地茶产
业发展情况。

4月 21日， 采风团来到陕西
省社会组织孵化基地。 陕西社会
组织服务中心向采风团介绍了陕
西省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的运营管
理情况和入驻单位在发挥“四个
服务”作用方面的典型案例。采风
团一行还详细了解了陕西省社会
组织服务中心在政社协同、 联合
行动等方面的做法， 与陕西省茶
叶流通协会、 陕西省曙光应急救
援协会、 陕西众益社会组织服务
中心、 陕西省传统文化发展促进
会、 西安市复和未成年人服务中
心等 5家入驻机构围绕社会组织
服务乡村振兴、参与基层治理、非
物质文化传承等方面工作进行了
交流座谈。

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民政
部积极引导部管社会组织立足
自身宗旨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和
援疆援藏，据不完全统计，部管
社会组织 2022 年全年共投入帮
扶款物超 7.4 亿元， 多方式多途
径服务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投入
款物约 3.3 亿元支持新疆西藏经
济社会发展； 积极支持定点帮
扶、对口支援工作，部管社会组
织共引入和投入帮扶款物约
2400 万元，用于支持遂川、莲花、
兴国三县定点帮扶和对口支援
工作。 （据人民网）

“聚焦社会组织新风采 传递社会
组织正能量”采风团走进陕西

近日， 天津市民政局、
市委农办、 市财政

局、 市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生活保
障等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从加大低保扩围增效工作力
度、 进一步加强急难临时救
助、健全完善工作机制、优化
规范办理流程、落实保障措施
等五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第十届广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于近日启动。 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登记
的社会组织和港澳地区登记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均可申报第十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
目，申报时间为 4 月 19 日至 5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