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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农村民生救助保障 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

左 停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

化的进度、质量和成色，强化农村民生救助保障对于助力实现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意义重大。

提高对农村民生救助保障重要性的认识

高质量的农村民生救助保障与城乡融合发展、全面乡村振兴目标

的实现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发展农村社会救助与民生保障能够有效实

现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距，实现乡村振兴目

标，尤其在促进农村人口市民化、农民职业化、农业产业专业化方面

发挥着关键作用。

相较于城市，无论是物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还是公共服务和治

理现代化，农村都处于相对滞后的状况。在此背景下，农村社会保障

工作的重要性得以凸显，要以更高的站位、更大的力度和更全面的视

角来谋划和推进农村救助与民生保障工作，在发展中改善民生与提升

农民保障水平，积极主动为农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防止返贫致贫是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民生保障底

线目标，也是民政部门履行兜底民生保障职责的重要任务，是新时期

社会救助体系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要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

止返贫致贫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

度，以“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为政策目标，着力构建城乡统筹、

分层分类的低收入人口常态化救助帮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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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谋划农村民生救助保障政策

政策谋划既要立足当下，又要放眼未来，既要针对当前农村民生

发展短板，又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当前，尤其要关注城乡收入变化与人口老龄化的现状，提前做好

前瞻性战略谋划。截至 2023 年年底，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9697 万人，占总人口的 21.1%；全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1676

万人，占总人口的 15.4%，农村养老服务、健康照护、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可持续性面临的压力非同寻常。此外，农村经济发展差距与民生

保障短板现象在一定时间内还将存在，加之农村家庭结构日趋小型

化，土地保障能力退化，医疗、教育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

面对这些问题，农村救助保障政策的制定、执行要充分考虑农村工作

的复杂性，在政策制定上，要充分考虑群众的多元化需求，增强政策

针对性和有效性；在政策执行上，要完善监督和管理，做到政策刚性

与工作柔性有机结合；在政策反馈上，要健全政策评估优化机制，及

时了解农民群众对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的满意度和意见建议。同时，还

需要政策制度体系、服务保障体系、监督管理体系、社会参与体系相

互间科学配合，在解决群众生活小事中做好为民爱民的大文章。

抓好当前农村民生救助保障的重点

推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与低收入人口帮扶机制衔接并轨。防

止返贫致贫是基本民生保障的底线任务，要充分利用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政策体系优势，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

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推动防止返贫帮扶政策与农村低收入人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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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化帮扶政策衔接并轨，形成一体化设计的城乡低收入人口常态化监

测、救助与帮扶机制，助推高质量民生救助的迭代升级和现代化发展。

健全完善针对农村低收入等重点人群的民生保障项目。针对农村

低收入群体，要发挥社会救助的兜底性、基础性功能，健全完善、迭

代升级社会救助体系，着力构建城乡统筹、分层分类的低收入人口常

态化救助帮扶体系，更好地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同时，要完善面

向儿童、残疾人、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的福利制度，设计开发福利项

目，积极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推动农村服务类社会救助发展。针对农村公共服务与社会救助存

在的问题，要推动农村地区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实现社会救助

由单一物质救助向“物质+服务+关爱”综合救助模式转变。通过政府

引导，鼓励市场等多方力量参与，向低收入人口提供有针对性的照护

服务、生活服务、关爱服务，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农村地区服务类

社会救助模式。

持续提升农村民政经办管理能力与服务水平。在经办流程上，要

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对经办人员的培训和管理力度，

建立健全绩效考核制度，提高经办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在服务模式上，

要从传统服务方式向法治化、标准化、数智化等方式转变，不断扩大

服务覆盖面、提升辐射能力。在管理体系上，各有关部门要主动支持、

密切配合，配备基层对口业务专员，加强资源整合和统筹协调，为做

好民政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本文来源：《中国社会报》2024 年 11 月 19 日，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国

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社会救助分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