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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 切实织密扎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

蒋玮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中稳步提升民生保障

水平，引导激励广大群众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在政协联

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语重心长地叮嘱“不要光在那里批评、指手

画脚，而是真正行动，解决一点是一点”。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

讲话，激励着我们更好履行基本民生保障职责、做好困难群众兜底保

障工作，也为我们落实《政府工作报告》相关决策部署注入了强大动

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推动社会救助事业由保生存

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拓展

社会救助是民政部门履行基本民生保障职责的重要内容，既是一

项政治工作，也是一项重要的群众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

救助工作逐步确立了包括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

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和社会力

量参与的“8+1”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形成了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

社会救助、急难救助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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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新时代，我们踏上了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新征程。适应共同富裕目标，社会救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一方面，以“防风险”为目标，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将低保边缘家庭、支出型贫困家庭、脱贫不稳定家庭、边缘易致贫家

庭等低收入群体全部纳入监测范围，建立健全预警指标体系。另一方

面，以“保基本”和“促发展”为目标，将社会救助政策向低保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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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出型贫困家庭、脱贫不稳定家庭、边缘易致贫家庭等低收入

群体延伸，推动社会救助由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转型升

级，更好发挥稳预期、兜底线作用，通过社会救助让生活困顿者得周

济之助、陷入困境者无生存之虞、劳动创业者无后顾之忧。

胸怀“国之大者”，坚决扛起新时代社会救助肩负的历史使命

2022 年 12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

“现在，5 年过渡期已过两年，要谋划过渡期后的具体制度安排，推

动防止返贫帮扶政策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政策衔接并轨，把

符合条件的对象全部纳入常态化帮扶，研究建立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

扶机制”。这为我们做好“两项政策”衔接并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作出进一步部署，提出“健全分

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统筹防止返贫和低收入人口帮扶政策，把民

生兜底保障安全网织密扎牢”。

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扛起新时代赋予社会救助的重任，

以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为主线，以完善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

台和救助帮扶政策为重点，着力推动“两项政策”的衔接并轨。一是

完善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增强平台的兼容性。将防返贫监

测平台覆盖对象全部纳入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进一步打破

信息平台壁垒，推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与防返贫监测平台

相融合。二是完善现行救助帮扶政策措施，增强政策的包容性。完善

社会救助制度，进一步增强临时救助拾遗补阙功能和最低生活保障

“促发展”作用。在梳理现行救助帮扶政策的基础上，推动常态化政

策“渐进”、阶段性措施“渐退”，确保平稳有序实现衔接并轨。三

是建立统一认定、分类帮扶机制。做好对象摸排，将更多有潜在困难

或风险的低收入人口纳入动态监测。扩大部门间信息共享和数据比

对，实现监测对象由民政部门统一认定，对象信息“一门入库、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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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按照分类救助要求，由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对困难群众

实施精准救助帮扶。四是强化部门协同、确保高效运行。进一步做实

社会救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和县级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协调机制，

强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部门协同，注重发挥和调动部

门主动性、积极性，推动部门救助帮扶政策措施有效衔接。

以“严真细实快”的作风狠抓落实，切实兜住兜准兜好民生底线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抓好落实提出“看准了就抓紧

干”，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指引、指明了努力方向。两

会“部长通道”上，陆治原部长提出了当前社会救助工作的着力点，

我们必须以“严真细实快”的作风狠抓落实，确保兜住、兜准、兜好

民生底线。一是围绕兜住底，进一步落实落细政策。加强政策供给，

在规范低保标准确定、改革完善临时救助制度的同时，研究制定刚性

支出困难家庭认定、救助以及加快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政策措施。

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救助能力的指导意见，指导推动地

方全面开展低保边缘家庭认定工作。二是围绕兜准底，切实找准救助

对象。会同相关部门、单位进一步完善全国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

对信息平台，加强全国一体化核对网络建设，扩大横向部门间核对范

围，提升纵向数据核对质效，指导地方在用好“大数据比对”的基础

上，加强“铁脚板摸排”。三是围绕兜好底，不断强化社会救助政策

公开、程序公正、结果公平。坚持把群众关切作为工作的“晴雨表”，

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工作的“度量衡”，不断加强社会救助政策和

信息公开公示工作，持续开展社会救助领域综合治理。进一步畅通社

会救助服务热线，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本文来源：《中国民政》杂志 2024 年 3 月下刊，作者系民政部社会救助

司司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