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措并举精准发力 兜牢基本民生底线 

李静 

“小康梦、强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老百姓的‘幸福

梦’”，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8 月 17 日在辽宁沈阳考察时作出

的重要指示，也是对我国民生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面对当前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困难群众数量增多的客观现实，唯有坚守

为民初心，围绕社会救助工作不断做加法，不断消减困难群众

的烦心事、操心事，不断推动社会救助领域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方能以精准救助、高效救助、温情救助、智慧

救助、阳光救助来尽力满足困难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

多样化、多维度、多层面的向往，从而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

于“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最终推

动我国各项事业稳步前进。 

一是“普惠+特惠”。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制度

安排，社会救助必须增强其可及性与可得性，普遍惠及所有需

要帮助的困难群众。无论是从全生命周期观之的婴幼儿、青少

年、中老年，还是从全地域观之的城镇与乡村居民，抑或从致

困原因观之的长期工作无着落、突遭下岗失业而收入骤减或突

然因病因灾导致支出增多者，只要是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就必

须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应助尽助、应兜尽兜，切实解决其基

本生存与生活需要。同时，要格外关注一些特殊群体，尤其是



在疫情冲击下，要重点关注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低保边

缘人口、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以及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

智力、精神残疾人，通过市（区）、镇（街）和村（居）委会

三级联动，充分发挥基层工作人员主观能动性与群团组织积极

性，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高科技手段，将传统的人找政策、单

一施救模式转变为政策找人、综合施救。通过主动调查、主动

发现、主动干预、主动帮扶，以更具针对性、有效性、科学性

之政策措施，解除其生存之困与生活之忧，坚决防止冲击社会

道德底线的事件发生。 

二是“扩面+提质”。就制度愿景而言，社会救助所覆盖的

对象群体数量越少，说明基本生活陷入困境而亟须救助帮扶的

民众越少，距离共同富裕伟大目标实现就越近，社会主义制度

优越性就越能充分体现。但在当前一段时期内，国际国内形势

面临多重不确定因素，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居民收入稳步

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尤其是今年第二季度经济遇到超预期冲

击，困难群众增多，社会救助在兜底线、保民生中的重要作用

仍需不断强化。一方面，要扩围扩面。既要全面落实低保扩围，

通过数据信息实时比对实现动态监测，及时将符合低保标准的

群众纳入低保；也要巩固拓展社会救助兜底脱贫成果，及时将

符合条件的脱贫不稳定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和突发严重困难

户纳入救助范围；还要不断扩大救助覆盖范围，让更多困难群

众享受政策红利，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中“将特困救助供养覆盖的

未成年人年龄从 16 周岁延长至 18 周岁”就是很好的政策实

践。另一方面，要提质增效。党领导下的社会救助事业应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不断丰富救助服务内容、提升救助服务水平、

提高救助服务质量，在完善传统物质救助的同时，增加并强化

服务救助、心理疏导与抚慰、职业技能培训等，不断强化救助

对象的精准性、政策供给的及时性、服务供给的适配性，不断

追求社会救助政策措施社会效应、经济效益、政府效能最大化。 

三是“精准+全面”。一方面，多维发力，力求精准。既要

进入与退出精准审核，通过个人申请、主动发现、村社报告、

数据比对等措施，及时准确地将受困或脱困人员纳入或退出救

助范围，建立健全快速响应、个案会商“救急难”工作机制，

完善“一事一议”临时救助审批程序；也要对象与政策精准匹

配，根据致困原因、受困类型、困难程度、个人禀赋等因素，

有针对性地设计救助措施，如学龄困境儿童的教育救助与心理

关爱、适龄失业青中年的就业救助与培训服务等，通过多样化、

组合化、专业化和个性化帮扶实现精准救助；还要成本与实效

精准评估，设计涵盖救助效率、救助效果、救助效益等在内的

一个综合评价体系，格外关注受助对象的获得感。另一方面，

综合考量，追求全面。通过制度设计、机制创新、政策完善实

现城乡统筹的区域全面，实现囊括各类救助对象的人群全面，



实现涵盖生活救助、服务救助等方面的内容全面，实现政府主

管部门、社工服务机构、慈善志愿人士等积极参与的主体全面。 

四是“稳定保障+动态调整”。一方面，在保基本、兜底线

的原则下，保持救助水平、救助质量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

以最低生活保障为例，截至 2022 年 6 月底，全国城市低保平

均标准为每人每月 734 元、农村为 554 元，分别比 2012 年的

330.1 元、172.3 元增长了 122%、222%，年均增长 12.2%、22.2%；

其他救助项目也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实现了对困难群众的稳

定保障。另一方面，无论是基本生活救助标准还是管理机制，

均实现动态调整，增强制度设计的时效性与实效性。既要建立

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挂钩的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以市域为

单位，按照上年度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一定比例制定当年

度低保标准；也要密切关注物价变动情况，按规定及时启动社

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目前，将启动条

件中的居民消费价格单月同比涨幅由 3.5%降到 3.0%，有助于

及时应对物价波动对困难家庭的影响，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平。

今年 9 月到明年 3 月，阶段性调整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后，将在

现行覆盖低保对象、孤儿等 7 类群体基础上，新增领取失业补

助金人员、低保边缘人口，扩围将让 6700 万人获得帮扶。 

五是“内容丰富+程序简化”。一方面，社会救助要按照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在救助内容方面

不断进行适当扩充，增加服务救助内容。鼓励各地根据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实际、公共财政负担能力、困难群体类型特征，积

极开拓创新社会救助项目与服务内容。如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

民政局在做好分层分类兜底保障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服务类救

助创新发展，根据六类救助群体特征，为其提供基本生活照料

与支持服务、精神关爱与疏导服务、预防保健和康复护理服务、

生活与就业能力提升服务，通过“线上+线下”高效联动，满

足困难群众多样化需求。另一方面，也要按照智慧、简捷、便

民的原则，不断简化申请、审批、发放等程序，切实提高救助

政策的可及性，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江

苏省泗阳县创新开展“急诊救助”，充分发挥临时救助“救急

难”功效。同时，针对社会救助申请程序，通过“四个一”，

即“一书申请、一门受理、一网办理、一表审核”，简化流程、

优化服务、便民利民，既免除了办事群众多次往返的烦恼，也

减轻了基层办事人员的工作压力，在简化程序中传递丝丝温情。 

六是“部门协同+基层联动”。一方面，推进部门协同，整

合多方资源，构建大救助工作格局。既要破除部门间、地区间

的政策壁垒与数据孤岛，尽快实现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

息平台与相关部门数据的联通共享，推进数据协同、政策协同、

业务协同、资源协同、人员协同，加强医疗、教育、住房、就

业等专项救助与基本生活救助、急难救助等各项救助制度有效

衔接；也要有效整合政府部门、群团组织、基层组织、社会公

益力量等救助资源，深入探索“党建+社会救助”“互联网+社



会救助”“基层治理+社会救助”，促进社会救助整体协同高

效，编密织牢民生兜底保障网。另一方面，向基层放权赋能，

激发基层活力，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无论是上海市长宁

区以“政府+专业机构+顾问”为服务主体，以“整合政策+链

接资源+陪伴帮扶”为核心的社区救助顾问，还是江苏省南京

市建邺区民政局通过“一看、二问、三查、四访”程序与“事

前购买服务协商机制、事中双方联动协作机制、事后服务成果

运用机制”探索公私合作 PPP 模式精准识别兜底保障对象，抑

或浙江省乐清市“党建统领·整体智治”“精准识别·e 触而

救”“政社协同·多元帮扶”的智慧救助服务联合体等，都是

基层联动助推社会救助创新变革的有益探索。今后，需继续推

进“放管服”改革，探索将低保、特困等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

限下放至乡镇（街道），全面推行“一门受理、协同办理”，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异地受理基本生活救助申请，通过基层联动

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本文来源：《中国社会报》2022 年 8 月 24 日，作者系河海大学

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社会救助分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