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路并轨促集成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统筹建立农村防止返贫致贫机

制和低收入人口、欠发达地区分

层分类帮扶制度，开展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总体评估，完善过渡期后帮

扶政策体系。

2024年 8月，甘肃省平凉市
庄浪县 18个乡镇 293个行政村
试点取消“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

象”这一帮扶对象识别方式，进

而将符合条件但未纳入低保、特

困、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

难家庭、其他困难人员等原防止

返贫致贫监测对象，分类纳入相

应范围并标注情况。

2024 年，我国将做好“两项
政策”衔接并轨作为社会救助工

作的重中之重。包括庄浪在内的

多地启动“两项政策”衔接并轨

试点，探索以信息集成推动政策

集成，为构建城乡统筹、分层分

类的低收入人口常态化救助帮

扶体系奠定基础。

防止返贫致贫，是基本民生

保障的底线目标。2020年，我国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并设置为期 5 年的过渡期进行
防止返贫监测。其政策对象集成

于“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旨在通

过风险消解和发展能力提升实

现稳定脱贫。

与防止返贫帮扶政策并行

的，是低收入人口帮扶政策，政

策对象集成于“全国低收入人口

动态监测信息平台”，侧重对困

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

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截

至 2024年 9月底，有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任务的 25 个省份，

超六成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

已消除返贫致贫风险。

“其余监测对象的风险消除

和发展能力提升，仍需时间。”南

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林闽

钢说。

为防止过渡期结束后部分

需要兜底人群出现系统性返贫，

2024年和 2025年连续两年中央
一号文件，均对信息平台互联互

通、统筹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及

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的识别认定

等“两项政策”衔接并轨做出明

确要求。

信息集成、统一认定，有效

提升了社会救助政策覆盖范围。

记者在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了

解到，当地原有脱贫享受政策对

象以及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

5080人，其中 4072人已纳入社
会救助保障。经市镇村三级研判

后，又有 356人被纳入社会救助

帮扶范围，579 人退出监测帮扶
序列，监测帮扶对象的社会救助

政策覆盖率从 80.2%提高到
98.38%。

与此同时，救助帮扶政策体

系进一步完善。庄浪县民政局社

会救助办主任龚利介绍，当地对

低保对象的认定，在原有标准基

础上新增住房和饮水安全指标；

低保边缘家庭的家庭存款上限

由 24个月提高至 36 个月，无消
费型车辆或大型农机具认定条

件由 5 万元以上提高至 8 万元
以上；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存款

上限由 36个月提高至 42个月。

精准救助更系统

39 岁的肥城孙伯镇某村村
民杜某患有精神类疾病，过去每

次发病，年事已高的父母只能眼

睁睁看着，有心无力。

这一状况已有所改善。由专

科医生、护士、服务人员组成的

“桃仙子”服务队，每月上门为杜

某提供医疗巡诊和生活巡护服

务，根据他的病情动态调整用

药，减轻了家庭成员的照护压力

和心理压力。

近年来，各地探索完善对象

精准识别、服务精准供给、过程

精准管理的全链条精准救助模

式，不断提升救助帮扶质量。

一方面，以“防风险”为目

标，建立健全预警指标体系，强

化对低收入人口的常态监测、及

时预警和快速响应。

例如，西安低收入人口动态

监测信息平台设置了 75 个低收
入人口监测预警指标。针对城乡

居民个人自付医疗费用超过 5
万元、重点救助对象个人自付费

用超过 1万元等 7种情形，系统
将提示工作人员快速帮扶；针对

低保户“分类施保”、残疾人“两

项补贴”、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等

政策落实中易出现的“漏救”和

“救不够”等风险，系统设置 29
项需求预警；针对各类救助对象

年龄、家庭经济状况、健康状况、

生存状态发生变化等情况，系统

进行动态预警，等等。

“举例来说，低保老年人满

70、80周岁前的 1个月，系统会
提醒工作人员按政策相应调整

补助标准和额度。”西安市民政

局社会救助处处长王科峰介绍。

与线上及时预警相匹配，当

地同步健全线下快速响应机制。

西安 3463个村（社区）成立困难
群众急难问题快速响应服务队

3463个，社会救助服务站点 2633
个，及时组织查访，落实救助帮

扶措施。据统计，目前西安已生

成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预警信

息 7.7万余条，核实办结 7.66万
余条，调整保障待遇 10778人。

另一方面，以困难群体的需

求为“靶向”，加大社会救助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实现救助服

务精准供给。

2024年，我国启动服务类社
会救助试点，推动各地积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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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在肥城，140
余人的“桃仙子”服务队为全市

3400余名分散特困人员、1500余

名低收入人员提供助洁、助医、

助餐、助浴、助急、精神慰藉等 8
大类 16小项服务。

此外，多地创造条件，提升

劳动年龄段、具有劳动能力的低

收入人口劳动就业意愿，增强其

就业能力。

家住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

的小王是一名大学三年级学生，

因父亲去世、母亲服刑，生活困

难的他被纳入低保。小王学习很

努力，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民政

部门为他发放了 600元助学金。
“资金虽少，但树立了大导

向。我们开展‘宁阳红·助学技’

活动，鼓励民政服务对象学技

能、强本领，年度内取得相应专

业技术、职业技能证书的民政服

务对象，均可获 600元助学金。”
宁阳县民政局局长闫文介绍。

“在生存性保障之外，应强

化就业帮扶、产业帮扶等发展型

帮扶政策供给。”第十四届全国

人大代表、中国残联副主席王永

澄说，“变他助为自助，变输血为

造血，体现出更为积极的社会保

障观”。

强化协同兜好底

家住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

的邓某患有白血病，治疗费用达

30.1万元，其中自付部分 6.26万
元。邓某向宜川县融救助中心提

交申请，被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

障范围，享受低保、医疗救助、

“急难重特”资金池救助、小天使

基金等 6项叠加救助项目。
围绕“增效”目标，我国多地

进一步强化部门协同、政策集

成、资源统筹，汇聚社会救助工

作合力。

以宜川为例，当地将民政、

妇联、残联等 21个部门、单位的
56个救助项目“归于一口”，“一
门受理、协同办理”的县级融救

助中心应需而生。在项目渠道不

变、资金支付方式不变的前提

下，宜川县融救助中心把民政基

本救助、行业专项救助、社会慈

善帮扶串成救助链，为困难群众

提供一站式服务。

甘肃、山东等地以整合资

源、优化队伍为前提，推动“两项

政策”衔接并轨试点。

肥城整合优化市镇村三级

工作力量，将熟悉“两项政策”的

民政、农业农村（扶贫）工作人员

纳入专班，推动实现“两项工作

一人分管”“具体工作一人牵

头”，两支队伍融合为一支队伍。

“过去，民政和农业农村部

门分别于每年 7 月和 9 月针对
低收入人口和防止返贫致贫监

测对象开展排查，各村民政事务

专干和扶贫专干分头查、有重

叠。”龚利说，“两项政策”衔接并

轨试点开始后，庄浪把两次排查

合并于 9月开展，排查内容也精
简到了一张 A4纸之内。

资源整合为基层减负的同

时，救助效率大幅提升。以前，群

众提交救助申请后，因为各部门

分开认定，有时会出现政策落实

被动延迟。“与以往相比，并轨后

一次认定、迅速落实，效率提

升。”龚利说。

渊据叶瞭望曳周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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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迭代升级

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尧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尧电费补贴尧春节补贴尧取
暖补贴尧教育救助尧医疗救助噎噎合计 59486元遥 冶

在陕西省西安市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上袁 该市周至县白杨林村困难群众徐新华 渊化
名冤一家袁在 2024年获得暖心救助的类型尧时间尧金额一目了然遥

西安依托 2022年 9月上线的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袁打造了综合救助业务管理尧低收
入人口监测预警尧社会组织资源链接等三个应用场景遥目前袁西安已办结各类救助申请业务 12.53万
余件袁新纳入低保对象 10618人尧特困人员 3086人袁开展临时救助 2.65万人次遥

让生活困顿者得周济之助袁社会救助是兜底层袁也是安全网遥 民政部数据显示袁截至 2023年 11
月底袁全国动态监测低收入人口 6600多万人袁保障低保对象 4044.9万人遥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袁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救助帮扶袁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
助体系袁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遥

为更好发挥社会救助野保基本尧防风险尧促发展冶的功能作用袁我国持续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
体系袁以防止返贫帮扶政策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政策渊以下简称野两项政策冶冤衔接并轨为
突破口袁通过救助体系迭代升级尧持续增加政策供给袁推动社会救助扩容提质增效遥

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