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

行动方案》。10月 25日，国新办举行例行吹风会，邀请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介绍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和发展老年助餐

服务有关情况。

”

唐承沛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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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兜底性、基础性制度安排。党

中央高度重视社会救助和民生

福祉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对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

爱、格外关心，帮助他们排忧解

难；要形成以基本生活救助、专

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

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覆盖

全面、分层分类、综合高效的社

会救助格局，确保兜住底、兜准

底、兜好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

确提出，要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

救助体系。

这些年来，民政部门会同

有关方面认真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不断织密扎牢

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安全网。同

时，我国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

体系还不够健全，主要表现在

对低收入人口的动态监测不完

善；相关部门之间救助帮扶困

难群众的信息共享不及时；一

些地方主要针对低保对象、特

困人员实施专项救助，对低保

边缘等困难群众的救助不够全

面，客观上会出现“陡坡效应”；

临时救助没有完全破除户籍限

制等等这些问题，影响了社会

救助成效的发挥。

鉴于此，国务院办公厅转

发民政部等部门制定的《关于

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做

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

见》，从合理确定低收入人口范

围、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等

方面拟定具体政策举措，提出

按照困难程度将低收入人口分

层，按照救助内容提供相应的

救助政策措施，完善低收入人

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和数据

库，避免救助遗漏或重复救助，

实现救助资源统筹衔接，救助

信息聚合共享，救助效率有效

提升，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地惠及困难群众。

他谈道，发展老年助餐服

务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实事，是

支持居家社区养老、增进老年

人福祉的重要举措。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解决老年人助餐

等实际困难。早在 2003 年，习
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

就亲自提议和推动建成杭州市

首家社区老年食堂。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走

进社区考察老年助餐服务工

作，强调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

会，让老年人老有所养、生活幸

福、健康长寿是我们的共同愿

望，要把政策落实到位，惠及更

多老年人。李强总理指出，要解

决好老年人吃饭等需求，并专

门就发展老年助餐服务作出部

署、提出要求。

当前，随着人口老龄化程

度加深和家庭结构变化，高龄、

失能、空巢、留守等老年人数量

持续增长，助餐服务已成为老

年人的普遍现实需要和热切期

盼。近年来，各地坚持需求导

向，结合实际出台相关政策措

施，因地制宜探索助餐服务模

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年人

就餐不便问题，也为制定出台

全国层面政策奠定了基础。同

时，老年助餐服务在覆盖范围、

供给质量、方便可及程度、持续

发展能力等方面与群众的需求

和期待还有差距，亟需进一步

完善政策措施，争取取得更大

成效。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研

究制定了《行动方案》，从 6 个
方面提出 18 项措施要求。总的
考虑是：以普惠性、多样化为发

展路径，坚持政府统筹、保障基

本，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尽力

而为、量力而行，充分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积极构建覆盖城乡、

布局合理、共建共享的老年助

餐服务网络。主要任务是：把发

展老年助餐服务作为为民办实

事重要内容，指导各地紧密结

合实际，积极稳妥、因地制宜推

动实施，从服务供给、服务质

量、服务可持续、服务监管等方

面，采取有针对性政策措施，探

索灵活多样服务方式，促进老

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

惠、安全可靠、可持续发展。

发布会上，民政部社会救助

司、养老服务司，教育部基础教

育司，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商务

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相

关负责人还就如何做好低收入

人口动态监测和分层分类救助、

如何做好教育救助、如何发挥财

政资金对社会救助的支持作用、

如何推动餐饮业发展支持老年

人助餐服务等社会关注的热点

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聚焦做好分层分类
社会救助工作和发展老年助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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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庆

通知明确，民政部会同公安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等相关部

门构建跨部门、“总对总”的残疾

人两项补贴部级数据交换共享

机制，确保共享数据满足核对工

作需求，并根据补贴数据精准管

理需要拓展数据共享范围，逐步

提升数据共享的精准性。残疾人

两项补贴部级数据共享机制一

般以签订数据共享备忘录的形

式建立。相关部门可通过实时数

据共享、批量数据核验、反馈结

果数据项等方式进行数据共享，

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逐步优

化数据共享方式。

通知指出，原则上每年开展

一次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部级

数据核对和督导工作。民政部社

会事务司会同中国残联教育就

业部按照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

衔接规定，提出部级数据核对的

范围、时间、频次等要求，明确残

疾人两项补贴应享受未享受、应

退出未退出对象认定规则，并转

民政部信息中心开展数据核对。

民政部信息中心抽取当期全国

残疾人两项补贴数据，并通过部

级数据共享机制开展核对。需要

相关部门补充核对所需数据的，

由民政部社会事务司会同中国

残联教育就业部协调。民政部信

息中心应在开展数据核对后的

15个工作日内，形成残疾人两项
补贴应享受未享受、应退出未退

出对象的疑点数据库，通过全国

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分发

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部

门进行数据复核。

通知强调，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民政部门、残联可将部级

数据核对及督导工作与本省年

度复核工作结合起来统筹推进，

减轻基层负担。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民政部门、残联收到疑点

数据后，应根据本地政策内容及

衔接要求再次核查，提升数据精

准度，并在收到疑点数据 10个
工作日内逐级转至所辖县（市、

区、旗）民政部门、残联。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民政部门应会同

省级残联对县（市、区、旗）民政

部门报送的疑点数据复核结果

进行督导，确保全部整改到位。

省级及以下各级民政部门可通

过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对

疑点数据进行统计、核实与督

导。省级民政部门会同省级残联

及时汇总整理所辖县（市、区、

旗）整改结果情况，形成本省残

疾人两项补贴督导情况报告，并

报送至民政部和中国残联。

民政部、中国残联建立残疾人两项补贴
部级数据核对与督导工作机制
民政部办公厅、中国残联办公厅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

定建立残疾人两项补贴部级数据核对与督导机制，

进一步提高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实施的精准性，实现残疾人

两项补贴应补尽补、应退尽退。

■ 本报记者 李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