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生活救助——

纳入低保提供补助
主动预警及时跟进

家住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悬渚村的俞坚

党一家，过去生活一直过得不宽裕。前年的一

场变故，更是让这个家庭的日子变得更难了。

俞坚党介绍，以前母亲患有脑中风，需要

有人常年照料。他和妻子摆了一个菜摊，收

入勉强能维持家庭开支。可是 2020 年下半

年，妻子被检查出患有血小板减少症，一家人

的生活遭遇巨变。

为了给妻子看病，夫妻俩跑医院跑得“腿都

要断了”。治病不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他也没

办法打工挣钱，“家里两个病人都要服药，光妻

子的药费一个月就要 1 万多元，还要供孩子上

学。”俞坚党说起那阵子的经历，眉头紧锁。

面对俞坚党家的特殊情况，村委会也在

积极想办法。去年 7 月经评估后，俞坚党家

被纳入了低保，每月可领取低保补助金 2080
元。为深化社会救助，三门县还在全省率先

实体化运作县联合帮扶中心，入驻党群组织、

民政、农业农村、残联等 10 部门和多家社会

公益性组织，对困难和潜在困难群众需要的

低保、大病、教育、住房、就业等实行“8+X”救

助，俞坚党家也在帮扶名单中。

“你瞧，现在该享受的政策都能享受到，

像临时救助、大病补助、济困补助……”说罢，

俞坚党拿出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申

领记录和爱心人士的捐款补助等。如今各种

补贴基本满足一家人的生活所需，政府还减

免了水电费等，“有政策兜底，日子过得有底

气！等女儿毕业找到工作，我们家一定会越

来越好。”

在三门县，像俞坚党这样的低保、低保边

缘群众共有 5907 户 8830 人。依托县联合帮

扶中心，三门县针对低保、低保边缘群众实施

包括低保补助、医疗救助、联合助学、临时救

助等在内的基本生活补助，保障困难群众的

基本生活。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共同富裕路上

的拦路虎。”三门县民政局党组成员韩雄介

绍。对此，三门县还专门设置了“医疗预警”，

对低保、低保边缘、特困等在册名单内人员医

疗支出每年超 2 万元，在册名单外人员医疗

自负支出每年超 4 万元进行主动预警，及时

跟进救助措施。

不仅如此，通过建立救助资源供需精准

对接机制，三门县创新推出了社会救助“一件

事”集成改革，构建“主动发现、线上线下核

查、智能匹配、联合帮扶、双向反馈”的闭环帮

扶体系。2021 年以来，共救助困难群众 900
多名，办结政策兑现事项 2800 余件。

专项社会救助——

坚持开展四帮四扶
推荐就业保障安居

院子里，砖瓦碰撞声此起彼伏，在施美

景 听 来 ，这 是 最 悦 耳 的 音 符 ——37 岁 的 她

怎 么 也 没 想 到 ，自 家 也 马 上 能 住 上 宽 敞 明

亮 的 闽 南 大 厝 ，“四 帮 四 扶 ，让 我 家 重 新 燃

起了希望！”

家住福建省晋江市龙湖镇龙埔村的施美

景，2021 年之前还是一个全职妈妈。丈夫在

外务工，自己在家照顾两个老人、两个孩子。

日子虽说有些紧巴，倒也自在舒适，小两口还

规划着今年翻建家里的老屋。然而，去年初

丈夫意外身故，让施美景陷入了困境：积蓄已

经基本用在丈夫的临终医疗上，自己又没有

收入，小儿子上幼儿园无人接送照料。面对

这一大摊子事，该怎么办？

一 筹 莫 展 之 际 ，一 通 来 自 镇 里 的 电 话

让施美景振作了起来：“我们准备将你列入

四帮四扶对象，进行专项社会救助。”原来，

依托大数据信息技术，通过联审比对户籍、

车 辆 、工 商 、银 行 存 款 等 信 息 ，施 美 景 的 家

庭 困 境 已 经 被 晋 江 市 民 政 局 摸 得 清 清 楚

楚。经过“村荐、镇选、市定”的程序，一趟

没 跑 ，施 美 景 一 家 已 经 被 列 入 了 四 帮 四 扶

的对象。

“帮就业、帮就医、帮就学、帮安居，扶贫

困、扶老幼、扶伤残、扶志气。晋江着力构建

市、镇（街）、村、部门、企业、社工‘六位一体’的

挂钩帮扶体系，让施美景这样的家庭不因变

故而生困。”晋江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电话联系后没几天，龙湖镇社会事务办

主任施文品就带着镇村两级工作人员、企业

负责人、志愿者上了门，将多级筹措和企业捐

助的 9.9 万元医疗专项救助款交到施美景手

上；镇就业负责人还给施美景做了信息登记，

准备给她推荐离家近的稳定工作。

去年夏天，在市住建局和民政局的帮扶

下，施美景得到了帮安居（兜底翻建）的帮扶，

开始翻建自家老屋，而自己也在镇幼儿园找

到了保育员的工作。“四帮四扶，为我们撑起

了一片天！”站在渐成模样的院子里，施美景

露出久违的笑容。

据统计，自 2013 年晋江市实施特困家庭

四帮四扶工程以来，共筹集市财政和社会爱

心捐助资金 2.48 亿余元，共帮扶 2192 户重点

帮扶家庭，其中 150 个对象实现就业或自主

创业、3909 人次得到就学帮助、1097 户家庭

得到就医帮助、1286 户家庭的安居房已建成

并搬迁入住。

急难社会救助——

及时发现快速审核
一门受理协同办理

看到医院的诊断书时，盛国福犯了愁：

“手术费要 20 多万元，孩子还在读书，家里经

济负担一下子变重了。”原本，家住重庆市垫

江县三溪镇的盛国福一家日子过得还不错。

可是去年 6 月，他被诊断患有脑血管疾病。

正在全家人犯难之际，重庆市垫江县三

溪镇三汇社区的民政志愿者敲开了他的家

门。根据相关政策规定，重庆市垫江县民政

局为他们提供临时困难救助金 4 万元，纾解家

庭急难。同时，为了保障后续的持续救助，垫

江县民政局还将盛国福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如 何 推 动 急 难 社 会 救 助 精 准 化 、常 态

化？重庆市垫江县探索“党建+社会救助”，

将民生保障融入城市基层党建“多网合一”运

行机制，依托乡镇（街道）党（工）委、村（社区）

党组织、党小组，发动党员、志愿者参与困难

家庭走访，构建“主动发现、协同处置、精准救

助、及时预警”的社会救助体系。

“做到救助全方位、全覆盖，零遗漏、零距

离，真正实现社会救助就在身边，不断增强广

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垫江县民

政局低保中心负责人陈松告诉记者。

不仅如此，垫江搭建智慧化社会救助平

台，让急难救助更快速。在桂溪街道南街社

区，上门走访的党员来到庄政老人家里，打开

垫江县社会救助掌上平台，及时上报困难家

庭情况。

“通过手机应用程序上传，后台可快速审

核，并给多部门派送救助信息。”垫江县民政

局打通部门信息数据壁垒，整合垫江低收入

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库和社会救助信息数据

库，完善以应急、医保、残联等 14 个部门共同

参与的“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社会救助综合

信息平台，通过搭建智能预警监测平台定期

筛 查 异 常 数 据 ，确 保 社 会 救 助 预 警 监 测 更

精准。

帮就业、帮就医、帮就学、帮安居……各地多措并举救助困难群众 ——

政策兜好底 日子有底气
本报记者 窦瀚洋 刘晓宇 常碧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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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后探落实·帮困难群众排忧解难①R

3月 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全国

政协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的

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时强调，民生无小

事，枝叶总关情。对困难群众，我们要格

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帮助他们

排忧解难。

各地怎样做好基本生活救助、专项

社会救助与急难社会救助？针对特困

人员，如何精准施策为他们兜住底、兜

准底、兜好底？在关心关爱农村老年

人、儿童、“三留守”人员方面，有哪些措

施？如何加大对因疫因灾遇困群众的

救助力度，更好地保障残疾人、流浪乞

讨人员的生活？本版今起推出“两会后

探落实·帮困难群众排忧解难”系列报

道，敬请关注。

——编 者

本版责编：商 旸 周春媚 孟繁哲

本报太原 3月 14日电 （记者付明丽）近日，山西出台《关于

推动农民务工就业稳规模、强技能、提质量的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通过劳务输出、在乡创业、职业技能培训等举措，力

争到 2022年末，全省农民务工就业规模突破 600万人、脱贫劳动

力（含防返贫监测对象）务工就业规模稳定在 95万人以上。

《方案》指出要强化省际输出就业，持续深化拓展与京津

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的劳务协作，建立多层次协

作对接机制。组织动员中央在晋 26 家帮扶单位、有条件的省

内帮扶单位、省政府驻外办事处，推介脱贫劳动力和防返贫监

测对象省外务工就业。

制定实施支持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的措施办法，实施援

企稳岗政策，助力市场主体倍增，稳定和扩大省域内就业岗

位。支持创建农村新型经济组织，鼓励通过开设家庭农牧场、

加工作坊等形式自主就业，落实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优

先安排返乡农民工联合创办的企业承担产业强镇、农林文旅

康融合发展、全产业链项目建设。

全年培训农村转移劳动力等群体 10 万人、高素质农民 5
万人。结合用工单位的岗位需求，在输出就业前集中开展订

单式、定向式、项目制等针对性培训。对符合条件的农村转移

劳动力，按规定落实培训补贴、评价补贴以及就业补贴等政

策。此外，《方案》还指出，通过健全就业服务体系、提供优质

社保服务、畅通维权渠道等方式确保农民工就业质量。

山西稳定农民务工就业规模

本报石家庄 3月 14日电 （记者邵玉姿）近日，河北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方案，提出以乡村振兴为总抓手，着

力做好脱贫人口（含易致贫返贫人口）就业、技能、社保、人才

人事帮扶和驻村帮扶工作，确保实现人社系统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方案明确落实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强化易地

扶贫搬迁就业帮扶、增强脱贫人口就业能力、提升脱贫人口创

业能力、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持

续发挥帮扶队伍作用等 12 项重点任务。

在增强脱贫人口就业能力方面，方案提出，以家政服务、

电商等为重点，采取多种方式开展技能培训。组织脱贫人口

参加劳动预备培训、岗前培训、订单培训和岗位技能提升培

训，确保每一个有培训意愿的脱贫人口都能得到培训。引导

农业企业依托原料基地、产业园区等建设实训基地，培养适合

当地产业发展需要的技能人才。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

培训针对性和有效性，促进农民工队伍技能素质全面提升。

在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方面，方案明确，建立完善以提升

发展能力为核心的就业帮扶体系，将脱贫人口全部纳入就业帮

扶范围，到 2025年保持脱贫人口就业规模总体稳定。立足本地

特色劳务群体和传统文化优势，通过完善行业标准、邀请专家授

课、举办技能比赛等方式，建立技能培训和评价体系，普遍提升

从业者技能水平，努力打造“一县一品”区域劳务品牌。

河北增强脱贫人口就业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