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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湖南省民政厅印发《湖南省社区慈善基金设立运

行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对社区慈善基金

的性质、设立方式、管理、整改和终止等内容进行了明确。《指

引》共四章二十条，自 2025年 1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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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指出，推进社区慈善

基金建设，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和落实新修改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要求，是

促进慈善资源下沉社区并充分

发掘社区慈善资源的重要抓手，

是推动村（居）民就近就便参与

慈善活动的重要路径，是践行慈

善惠民生、暖民心，助力解决特

殊困难群体和村（居）民急难愁

盼问题，实现处处有善、时时可

善、人人慈善、共享慈善的重要

渠道。

其中明确，社区慈善基金运

行以社区为阵地，发动社区群众、

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

者等力量，充分运用慈善资源，弘

扬慈善文化，规范社区慈善活动，

推动社区慈善在困难帮扶、儿童

关爱、养老服务、应急救援、社区

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有效

助力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

关于社区慈善基金会的设

立，《指引》提到，社区慈善基金

一般由乡镇（街道）或社区发起，

也可由乡镇（街道）或社区倡导

相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个

人发起，优先依托本地具有公开

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设立。乡镇

（街道）或社区与慈善组织通过

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基金设立的

目的、使用方式、权利义务关系、

终止条件和终止后剩余财产的

处理等事项。

此外，《指引》规定，社区慈

善基金原则上以“慈善组织全

称+XX乡镇（街道）慈善基金”或
“慈善组织全称+XX社区慈善基
金”进行命名。特殊情况需冠名

的，可依据相关规定在“慈善基

金”前进行冠名。社区慈善基金

使用时要带有慈善组织全称的

规范名称。

在社区慈善基金的管理上，

《指引》规定，社区慈善基金应设

管理委员会，作为基金的决策机

构，可由主要捐赠人、慈善组织

工作人员、乡镇（街道）或基层民

政服务站工作人员、社区两委、

辖区企业代表和居民骨干等组

成，人数不少于五人且为单数，

不得领取报酬。

此外，其中也明确提出，社

区慈善基金原则上设立至少一

名监督员，监督员从管委会成员

以外，有影响力、服务能力的居

民代表、村（居）工作人员、社会

组织代表中产生，并在社区进行

公示。监督员列席管委会会议，

监督管委会和社区慈善基金运

行情况，发表监督意见并记录在

册，遇到重大事项时，应及时报

告设立本基金的慈善组织。

关于基金募捐问题，《指引》

明确提出，社区慈善基金不得独

立开展慈善募捐，必须依托慈善

组织开展募捐活动。此外，设立

社区慈善基金的慈善组织要对

基金进行统一管理、独立核算，

社区慈善基金的收支全部纳入

慈善组织账户。社区慈善基金应

按照捐赠协议约定使用捐赠财

产和列支管理成本，专款专用。

在慈善项目实施中，要严格按照

项目申报书实施方案明确的使

用范围使用捐赠款物，科学控制

项目执行费用，降低运行成本，

提高慈善资金使用效益。捐赠协

议未约定的，管理成本不超过年

度总支出的 10%。
《指引》要求，社区慈善基金

资助的公益慈善项目，应定期通

过社区“公益空间”信息公开栏、

网络平台和媒体渠道进行公开

公示，慈善组织应按照《慈善法》

要求，做好信息公开。

为进一步畅通公益慈善力量

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北京市民政

局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政

府救助与慈善帮扶有效衔接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要求，健全分层分类

的社会救助体系，支持发展公益

慈善事业，探索构建再分配和第

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加强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有效衔

接，形成政府救助和慈善帮扶协

调配合、资源统筹、优势互补、融

合高效的新格局，合力解决困难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困

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意见》明确了四方面主要

任务。

一是建立完善政府救助与

慈善帮扶衔接工作机制。其中提

出，依托市、区两级社会救助联

席会议制度，建立政府救助与慈

善帮扶有效衔接工作机制，全面

加强政策衔接、信息共享及资源

统筹，动员引导公益慈善力量积

极参与社会救助，支持公益慈善

事业发展。充分发挥街道（乡镇）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协

调机制作用，强化统筹协调，促

进困难群众的救助需求与公益

慈善力量精准对接。

二是加强政府救助与慈善

帮扶信息共享和对象衔接。《意

见》提到，倡导街道（乡镇）积极

对接各类慈善资源，充分激发属

地慈善组织、企事业单位、爱心

人士以及广大居民的慈善意愿。

充分发挥街道（乡镇）民政服务

站等现有工作机构作用，加强救

助需求发现、慈善资源链接、救

助供需对接，为公益慈善力量参

与社会救助、精准高效帮扶困难

群众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发挥

首都公益慈善联合会、慈善协会

等行业性社会组织作用，动态梳

理公益慈善资源情况。

三是创新公益慈善力量参

与社会救助途径方法。其中提

到，引导公益慈善力量加大对特

殊困难群体的帮扶力度。支持慈

善组织对困难群众较多、公益慈

善力量相对薄弱的区域适当倾

斜公益慈善资源。推动京津冀慈

善帮扶协同发展，鼓励公益慈善

力量通过项目结对、资源整合等

方式积极参与京津冀三地社会

救助工作。试点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等方式，支持慈善组织为困难

群众提供照护服务类救助、生活

服务类救助及支持服务类救助。

推动市、区慈善协会设立慈善帮

扶基金，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参与

慈善帮扶。

四是加强公益慈善力量参与

社会救助的激励支持。《意见》要

求，优化激励支持措施。慈善组

织开展的救助帮扶类慈善项目，

依法依规享受税收优惠。按照政

府购买服务有关要求，通过政府

购买慈善组织服务支持慈善组

织发展。结合社会组织等级评

估、日常管理等工作，推动慈善

组织更好参与社会救助。

《意见》强调，各级民政部门

要将加强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

有效衔接作为推动社会救助和

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

作，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合作，加

强与红十字会、共青团、妇联等

群团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沟

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街道（乡

镇）要把公益慈善力量参与社会

救助作为创新基层治理、提高困

难群众民生福祉的重要实事，落

实落细相关工作。

北京市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慈善帮扶

为进一步完善分层分类

社会救助体系，规范临时救

助制度实施，提升临时救助

政策救急解难的制度效能，

近日，湖北省民政厅印发《湖

北省临时救助实施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办法》），对

临时救助的对象范围、救助

标准、救助程序进行了明确

和规范。

《办法》新增过渡型救助

对象类型，根据困难情形将

对象分为急难型救助对象、

过渡型救助对象、支出型救

助对象三类，便于基层认定

救助对象。同时增设“一事一

议”认定的困难家庭的开放

性条款，尽可能覆盖到遭遇

临时性、紧迫性基本生活困

难的人群。

《办法》明确通过发放

救助金、发放实物、转介服

务等多种方式，更好地满足

困难群众的多样化救助需

求。在救助标准确定上，明

确对急难型、过渡型、支出

型救助对象救助标准分别

给予不超过当地当年城市

低保月标准 6 倍、9 倍、12
倍。同时对情况特殊，需要

加大救助力度的对象，明确

通过“一事一议”确定救助

额度，确保救助实效。

《办法》规范了救助程

序，明确临时救助取消户籍

地限制，可在居住地、急难

发生地向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提出申请。明确临

时救助审核确认分为紧急

程序和一般程序，急难型救

助适用紧急程序，过渡型、

支出型救助适用一般程序，

切实提高救助时效性。明确

急难型临时救助金一次性

发放，解决救急的问题；首

次提出过渡型、支出型临时

救助金采取“一次审核、分

阶段发放”给付，推进临时

救助功能回归“保基本生

活”的制度本源。

湖北省出台临时救助实施办法渊试行冤
明确三类救助对象及多元化救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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