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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徐州全面推广“信用+社会救助”
1月 3日，徐州市民政局印

发实施方案，在全市全面推广

“信用+社会救助”，建立社会救
助领域诚信机制，加强救助对象

诚信意识，大幅缩减社会救助审

批时间，全面构建诚信规范、精

准高效的社会救助体系。

优化一个流程。申请人提出

社会救助申请，签署《申请社会

救助个人诚信承诺书》和《居民

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承

诺本人或家庭成员所提供的申

请资料真实完整。经办人员根据

申请人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审

核初判确认，受理次日起公示，

其中临时救助公示 3个工作日，
城乡低保、特困供养等申请公示

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
申请人，直接享受救助。同时开

展线上线下同步核查家庭经济

状况，将申请人家庭及赡抚（扶）

养关系的义务人上传至江苏省

申请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平

台进行数据比对；镇（街道）、村

（社区）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

问、信函索证和信息核对等方

式，详细核查申请材料真实和完

整性，在 7 个工作日内完成申
请、公示、审核、确认全部流程。

制定三张清单。政策清单：

厘清低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

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

庭等社会救助政策一次告知困

难群众，确保意向申请人提前了

解政策，对照家庭经济状况，决

定是否申请。申报材料清单：申

请人只需提供身份证、无法通过

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查询的相

关证明材料，签署《申请社会救

助个人诚信承诺书》和《居民家

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即可

申请救助。惩戒清单：对失信行

为按失信程度分类教育引导和

细化监管惩戒措施，一般失信的

予以批评和警告，并及时追回救

助资金；较重失信的，处非法获

取的款物价值 1 倍以上 3 倍以
下的罚款，其冒领款物退交之

前，不再受理其他相关社会救助

申请；严重失信的，有关机构将

其相关信息记入个人信用记录，

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依法

追究法律责任。

健全四项工作措施。双向承

诺告知：按照“权责一致”的原

则，明确救助对象诚信承诺的内

容、违约责任，经办人员同时向

申请人承诺全程按规定程序办

理，通过签署诚信承诺书等形

式，推进社会救助对象依法救助

的自觉性、严肃性。守信激励导

向：对救助对象实施诚信等级评

定，激励保障对象的诚信行为；

对信誉优良的救助对象，明确可

以优先获得其他社会救助项目，

优先推送给各种社会力量实施

帮扶。诚信修复重塑：以教育引

导为重点，帮助失信对象重塑个

人救助信用，明确信用修复的途

径和量化标准，对积极纠正失信

行为的，按程序实施信用修复，

同步修复失信对象数据库的信

用等级。容错纠错免责：在“信

用+社会救助”经办过程中，以

尽快为困难群众提

供及时便捷高效服

务而出现的非个人

专断、非主观故意、

非谋取私利造成的

工作失误，做到“三

个区分开来”，客观

公正地认定划分责

任，激励经办人员在

救助工作中敢于担

当、勇挑重担，充分

调动和保护民政工

作人员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

“全面推广‘信

用+社会救助’，以方
便困难群众办事为导向，聚焦社

会救助“堵点”，创新工作方式方

法，营造良好的社会救助诚信氛

围，切实解决审批时间较长的问

题。”徐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结合承诺事项实际，加强

事前事中事后监管，有效监督承

诺履行情况，实现“信用+社会救
助”过程可控、风险可防。

（据徐州市民政局）

各地积极开展社会救助改革创新
———政策更贴心 兜底有保障

推进信息化建设
救助更精准

“周师傅，身体好些了吗？”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一个老旧

小区内，社区救助干事王随京和

社工史鹏宇提着米、面、油等，到

低保户周师傅家中看望。

“多亏你们及时救助！我现

在好多了，孩子成绩最近也有

了进步。”40 多岁的周师傅曾
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与十几岁

的女儿、70 多岁的父母一同住
在 60 多平方米的老房子里。去
年，周师傅突发疾病入院治疗，

出院后，又因肾炎再次住院。家

里断了收入来源，只能靠周师

傅父母的退休金生活。正在读

初中的女儿也因家庭变故出现

成绩波动。

周师傅家出现困难后，武昌

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很快接到预

警信息，街道、社区工作人员随

后上门核查，经过评估，周师傅

被认定达到社会救助标准。在社

区协助下，周师傅很快办好了低

保与面向困难群众的医疗补充

保险，社工还联系到两名大学生

志愿者，为周师傅的女儿开展课

业辅导。

“预警信息”从哪里来？近

年来，武昌区深入推进社会救

助信息化建设，通过建立双架

构多维度综合评估模型，破解

救助对象发现难、认定不精准、

救助服务供给与需求信息不对

等等难题。

武昌区是老城区，下辖 14
个街道、142个社区，困难群众较
多。“我们打通残联、医保、民政、

卫健等 15 个部门帮扶的 13 万
户共计 21 万人的信息数据，形
成低收入家庭信息数据库。”武

昌区民政局低保中心主任王群

介绍，在此基础上，综合年龄结

构、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等 6 个
维度建立监测预警机制。一旦达

到预警分值，疑似困难家庭就会

被系统筛选出来。工作人员再入

户核查，进一步判断家庭困难程

度、致困原因等。

王群说，通过全面分析困难

家庭的救助需求，充分发挥社工

等社会力量的作用，武昌区通过

经济援助、学业辅导、心理慰藉

等，已对多名困难群众进行了精

准救助。

推行告知承诺制
救助更高效

“低保这么快办下来，大大

减轻了我们的压力。”前段时

间，年近 50 岁的王付红为了给
女儿治病，忙得心力交瘁。民政

部门的及时救助，让他心里踏

实了许多。

王付红一家住在湖北省黄

石市西塞山区河口镇二港村，他

和妻子平时主要靠打零工维持

生计。去年，10岁的小女儿小美
确诊患白血病，随后转到武汉协

和医院治疗。“检查就花了好几

万元，后续还需要住院治疗费

用。”王付红在给镇、村干部的电

话中焦急地说。

“现在我们在推行社会救助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符合条件

的困难群众，可以通过这一制度

审核确认为低保、临时救助对

象，简化办理流程，实施紧急救

助。”河口镇民政办工作人员张

珍香告诉他。

随后，王付红向社区提交低

保申请，通过告知承诺制完成授

权核对。经过基本核对，王付红

一家申报承诺的成员、经济状况

被认为与核对报告基本一致，符

合通过简化流程完成低保审核

确认的条件，可纳入最低生活保

障。民政办工作人员同步将王付

红一家的信息推送至医保部门，

方便其后续享受医疗救助等政

策，并通过资助参保将其纳入居

民医保。

近年来，黄石市出台社会救

助申报承诺及失信惩戒试点工

作方案，对办理低保的诚信申请

人可免除 9 类 14 项证明材料，
并将申请人承诺信息上传至全

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通过建立

“明白告知—诚信申报—守信激

励—失信惩戒”的管理闭环，大

大提高了办理效率。

“现在已逐步形成了‘申请

人诚信申报、审批人员事后监

管、失信申报依法撤销、信用管

理联合惩戒’的管理模式。”黄石

市社会救助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在鼓励群众诚实守信的同时，依

托大数据，结合定期复查、随机

抽查、问题倒查等方式进行校

核、跟踪。截至目前，黄石市有超

过 2000户 3500名救助对象通过
简化流程得以纳入保障范围。

形成服务合力
救助有质量

不仅是湖北，近年来，在民

政部的推动下，各地扎实推进社

会救助改革创新，以更有温度、

更及时的救助服务，让社会救助

更便民、更暖心；通过大数据助

力纾困解难，对临时救助对象实

施紧急救助等，让社会救助更精

准、更高效。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不少地区逐步

完善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

平台，通过线下主动发现和大数

据匹配，将需要救助帮扶的低收

入困难群众纳入监测范围。一些

地区还建立起综合救助帮扶机

制，引导社会力量开展服务类社

会救助。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

南京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

任林闽钢认为，近年来，各地在

社会救助改革创新做法上有不

少成功经验，提高了救助效率和

服务质量，同时也让社会救助主

动发现机制更加健全。

“当群众基本生活遇到困难

时，如何及时发现、快速帮扶始

终是社会救助的重点和难点。”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将持续细化改革完

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各项政策措

施，拓展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

测信息平台应用，实现与相关部

门常态化数据共享；加强急难社

会救助，落实“先行救助”等政

策，提高制度可及性和救助时效

性；进一步规范优化低保、特困

审核确认程序，并适度扩大救助

范围。 （据《人民日报》）

”

随着分层分类、城乡统筹的中国特色社会救助体系

基本建成，我国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越织越牢，

保障政策日趋精细化、精准化。

近年来，各地积极开展社会救助改革创新。其中，在提

高救助精准度与效率等方面，探索出建立困难家庭动态监

测预警机制、建立社会救助诚信服务体系等好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