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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兜住兜准兜好民生底线

唐承沛

社会保障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健全覆盖全

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是高质量发

展的应有之义，弱有所扶、难有所帮、兜住底线，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要内容。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兜底性、基础性制度安排，关乎困

难群众幸福冷暖，关乎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的集中体现。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推进社会救助高质量

发展，是优化社会保障结构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共同富裕、增进民

生福祉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断

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机制，持续增强管理服务效能，稳步提高兜底保障

水平，分层分类、城乡统筹的中国特色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成。

与此同时，社会救助工作还存在一些短板弱项，与困难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党的二十大明确要求“健全

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这为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

救助工作、推进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覆盖推动转型升级

新时代新征程统筹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首先要围绕实现“覆

盖全面”目标，积极推进社会救助制度转型升级。

推动低收入群体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向共同富裕，社会救助必须主

动适应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要求，及时调整制度定位、政策目

标和工作举措，实现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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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优化功能定位。在强化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的基础上，更

加注重发挥“促发展”作用，提升低收入人口参与初次分配的能力，

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防风险”“促发展”转变。

二是扩大覆盖范围。一方面，落细落实低保等社会救助扩围增效

政策，确保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另一方面，将救助保障政策向低保

边缘家庭、支出型困难人口延伸，帮助更多低收入群众走出困境。

三是创新救助方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对低收入人口中生活不

能自理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殊困难人员，提供必要的访

视、照料服务。鼓励引导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为低收入人口提

供心理疏导、资源链接、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服务。

四是强化风险预防。推进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

设，建立健全预警指标体系，实现对低收入人口的信息汇聚、常态监

测和快速预警。积极谋划过渡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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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分层分类健全救助体系

围绕落实“分层分类”要求，持续推动社会救助体系健全完善。

牵头推进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是党中央赋予民政部门的重

要职责。当前，必须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深化社会救助制

度改革，加快形成综合社会救助格局。

做好对象分层和精准认定。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

难社会救助为基础，进一步优化救助圈层和类型划分。加强困难人群

多维认定相关研究和实践探索，建立健全低收入家庭多维瞄准机制，

精准认定救助对象。

拓展优化救助项目分类。综合评估困难家庭救助需求，实现救助

对象精准画像；加强社会救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拓展不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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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困难群众的救助帮扶措施；强化救助服务与需求匹配，根据困难程

度和困难类型对低收入群体给予相应的专项救助或帮扶措施。

加强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衔接联动。建立健全政府救助与慈善帮

扶衔接机制，加强慈善组织参与“救急难”信息对接服务，引导支持

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救助帮扶。

综合高效推动系统集成

围绕强化“综合高效”救助，不断推动社会救助制度系统集成。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进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阶段。健全分层

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必须准确把握社会救助各项制度之间、社会救助

和其他民生保障政策之间的衔接，形成整体合力。

一是加强党对社会救助工作的领导。强化党建引领，汇集政府、

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社会工作机构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困难

群众救助帮扶。引导各地在党委领导下，推动党建和社会救助工作深

度融合。

二是加强部门协同和资源统筹。进一步强化基本生活救助与教

育、医疗、住房、就业等专项救助制度衔接，加强县级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保障工作协调机制建设，推进社会救助资源统筹，形成工作合力。

三是探索基层困难群众救助帮扶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鼓励有条件

的地方依托乡镇（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社会工作站（民政服务站）

等服务设施，整合优化、协同配置各类为民服务资源，搭建困难群众

救助帮扶综合平台，为困难群众提供多样化、专业化救助帮扶。

四是强化数字赋能。积极推进社会救助数字化改革，推动数据共

享比对，优化办理时限和流程。推动社会救助事项向移动端延伸，为

困难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线上服务。同时，继续加强主动发现机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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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动员组织基层干部通过“铁脚板”，摸排发现无法提出救助申请

的特殊困难群众，及时给予救助帮扶。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要采取针对

性更强、覆盖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显的举措，实实在在帮

群众解难题、为群众增福祉、让群众享公平。

这要求我们紧紧围绕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救助体系这个目标，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按照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

续的总体思路，认真谋划、研究、推进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加快构建

信息聚合、资源统筹、高效便捷的体制机制，不断推动社会救助体系

建设取得新成效。

（本文来源：《瞭望》2023 年第 33 期，作者系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