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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省 民 政 厅
浙 江 省 财 政 厅文件 
 
 
 
 

浙民助〔2018〕77号  
 
 
 
 

浙江省民政厅  浙江省财政厅 
转发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民政局、财政局： 

现将《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

的意见》（民发〔2018〕23 号，以下简称《意见》）转发你们，

请结合省厅要求一并抓好贯彻落实。 

一、深刻理解全面把握意见精神 

各地一定要充分认识临时救助是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的托底性制度安排，是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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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的有效措施。要

按照《意见》总体要求，认真落实各项具体措施，加强组织保障，

加快形成救助及时、标准科学、方式多样、管理规范的临时救助

工作格局，筑牢社会救助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基本生活权益。 

二、抓住重点关键促进规范管理 

（一）科学制定标准。各地民政、财政部门要按照《意见》

要求，细化救助对象范围和困难类别，制定和完善临时救助对象

认定的具体办法。要立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依据分类分档

原则制定临时救助标准，临时救助标准可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挂钩。今年年底前，各地制定的临时救助标准和具体办法报省

民政厅、省财政厅备案。 

（二）继续优化程序。各地应对照《意见》要求，优化临时

救助审核审批程序。急难型临时救助重在“先行救助”，要明确委

托乡镇（街道）对急难型救助的责任权限，同时完善事后程序。

支出型临时救助要严格规范程序，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要对刚性

支出作出认定，对象范围应按照《意见》要求落实。 

（三）完善救助方式。根据救助对象实际情况，综合运用发

放救助金、发放实物和提供转介服务等多种救助方式。完善临时

救助金的发放，对测算困难持续时间超过 3个月或救助金超过一

定额度的临时救助，可探索不等额按月分次发放，最长发放期限

不超过 6个月。 

（四）发挥慈善救助作用。要按照《意见》要求，通过转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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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将慈善服务引入临时救助，对致困原因或困难状况相近

的救助对象，由慈善组织项目化筹集资金、拟定计划，实施接

续救助。在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基础好，社会服务机构发育较成

熟的地区探索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社会力量从事临时救助，提

供专业救助服务。 

三、加强保障措施确保意见落实 

（一）加强资金保障和使用管理。要按照《意见》要求，多

方筹集资金，原则上对临时救助的投入只增不减，合理安排和统

筹使用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落实乡镇（街道）临时救助备用

金制度。全面建立县级民政部门委托乡镇（街道）小额临时救助

审批备案制度。进一步完善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绩效评价

机制，强化结果运用。 

（二）全面推开“救急难”工作。以及时发现、有效救助为目
标，在现有工作框架内，梳理优化工作流程，明确落实部门协调

机制，提升综合救助能力，最大限度防止冲击社会道德和心理底

线事件发生。 

（三）统一采用信息系统办理临时救助业务。到 2018年底，

全省要通过社会救助管理信息系统办理临时救助申请审核审批，

临时救助季报、年报以系统生成为准。 

 

 
浙江省民政厅               浙江省财政厅    

2018年 6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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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民政厅办公室                      2018年 6月 2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