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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省 民 政 厅
河 北 省 财 政 厅

文件

冀民 〔２０１８〕９５号

河北省民政厅　河北省财政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

的实施意见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民政局、财政局：

为有效解决一些地方存在的救助时效性不强、救助水平偏

低、制度效能发挥不充分、工作保障不到位等问题，根据民政部

财政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意见》 （民发

〔２０１８〕２３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如下加强和改进临时

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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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细化明确临时救助对象范围和类别

根据所遭遇的困难情形，临时救助对象可分为急难型救助对

象和支出型救助对象。

（一）急难型救助对象主要包括因火灾、交通事故等意外事

件，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及遭遇其他特殊困难等原因，导致基

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需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家庭和个

人。

１、遭遇火灾、爆炸等意外事件造成家庭财产重大损失或者

主要经济来源中断的家庭；

２、因家庭成员遭遇交通事故、人身伤害或突发重病等原因，

需要紧急入院治疗或造成主要经济来源中断的低保家庭、特困家

庭、低收入家庭及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

３、遭遇火灾、交通事故、人身伤害或突发重病等原因，暂

时无法得到家庭支持，导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困境的个人；

４、当地政府规定的其他应予紧急救助的家庭或个人。

（二）支出型救助对象主要包括因医疗、教育等生活必需支

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一定时期内出现严

重困难的家庭，原则上其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应低于当地上年度

人均可支配收入，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有关规定。

１、因家庭成员患病造成家庭基本生活困难且个人自付合规

医疗费用超过家庭前１２个月总收入５０％以上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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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因子女教育费用 （全日制本科及以下、不含高中及以下

自费择校情形）或其他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

能力的低保家庭、特困家庭、低收入家庭及建档立卡贫困户家

庭；

３、当地政府规定的其它因支出较大应予救助的家庭。

有下列情形的，原则上可不给予支出型临时救助：

（１）申请人拒绝配合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致使无法核实相

关情况的；

（２）故意隐瞒家庭真实收入、财产、支出和家庭人口变动

情况，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

（３）通过离婚、赠予、转让等方式放弃自己应得财产或份

额，或者放弃法定应得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和其他合法资产

收入的；

（４）人为闲置承包土地的；

（５）在法定劳动年龄阶段内并且有劳动能力，无正当理由

拒绝就业或从事生产劳动的；

（６）当地政府认定的其他不予救助情形。

各市、县 （市、区）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和完善临时救

助对象认定的具体办法。对急难型救助对象，可进一步明确意外

事件、突发重大疾病以及其他特殊困难的类型、范围和程度；对

支出型救助对象，要明确救助对象财产状况认定标准，可进一步

—３—



明确生活必需支出的范围。

属于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突发性公

共救助事件的，以及疾病应急救助范围内的，按照相关规定执

行。对不持有当地居住证或实际居住不足６个月的非本地户籍人

员，按生活无着人员救助规定执行。

二、科学制定救助标准

实施临时救助，要着眼解决救助对象基本生活困难、摆脱临

时困境、保障基本生活权益。各地要立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依据分类分档原则制定临时救助标准。申请人在同一年度内

以同一事由重复申请临时救助，无正当理由，不予救助。

对急难型救助对象，救助标准原则上不超过 １２个月当地当

年城镇低保标准；各地要根据救助对象的急难种类、财产损失程

度、困难程度分档制定救助标准，考虑各种保险支付、赔偿情况

确定救助金额。

对支出型救助对象，按照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中实际需要救助

的人数和困难持续时间确定救助标准。临时救助金计算方法：临

时救助金 ＝当地当年城镇低保月保障标准 ×需临时救助人口 ×困

难持续时间。困难持续时间以月计，最长不超过 １２个月。各地

要根据救助对象困难种类设定困难持续时间，制定分档标准，考

虑社会救助、社会帮扶等因素确定救助金额。

对于特别重大生活困难，临时救助标准可采取一事一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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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适当提高救助额度。由县级民政部门根据具体困难情形提出

救助意见，报同级政府批准。若还需要其它部门提供救助的，由

县级社会救助联席会议召集相关部门会商确定综合救助方式和救

助标准，报同级政府批准后执行。

三、优化审核审批程序

县级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要及时受理

困难群众的临时救助申请，完善主动发现机制，在规定时限内完

成审核审批，确保困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

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根据

困难情形，确定临时救助类型后，按相应程序进行办理。

（一）急难型临时救助程序。要注重提高救助时效性，积极

开展 “先行救助”，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县级人民政

府民政部门，要在村 （居）委会的协助下，及时核实申请人遭

遇困难情况，省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民主评议和公示等环节，

直接予以救助。在急难情况缓解后，登记救助对象、救助事由、

救助金额等信息，补齐经办人员签字、盖章手续，并在申请人所

在村 （居）公开救助信息。急难型临时救助金要确保在 ５个工

作日内完成审批和发放工作。可采取一次审批、分阶段救助的方

式，提高救助精准度，实行分阶段救助的，紧急情况下除第一次

救助可发放现金外，后续救助必须实行社会化发放。

（二）支出型临时救助程序。要严格执行申请、受理、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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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审批程序。收到救助申请后，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要在村 （居）委会的协助下，于２０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人家

庭经济状况核查、人口状况、遭遇困难状况调查等工作，视情组

织民主评议，并提出拟救助金额的审核意见，在申请人所在村

（居）委会公示２天后报县级民政部门，县级民政部门应于１０个

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并协同财政部门完成救助金发放工作。对

申请对象中的低保家庭、建档立卡贫困户及其成员和特困人员，

可省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环节，重点核实其生活必需支出情况。

全面落实县级人民政府委托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开展临时救助审批的规定，原则上家庭人均救助金额不超过当地

２个月城镇低保标准的，县级民政部门可委托乡镇人民政府 （街

道办事处）审批。各地可根据当地实际，逐步提高乡镇人民政

府 （街道办事处）临时救助金审批额度。凡乡镇人民政府 （街

道办事处）审批的支出型救助对象，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

处）要在收到申请之日起 ２０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和发放工作，

并定期向县级民政部门备案。对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审批的临时救助，县级民政、财政部门每年要组织联合抽查，建

立健全绩效评价和责任追究制度。

持有当地居住证非本地户籍的申请对象中，对于经济状况不

明或情况相对复杂且需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进一步核实的，同省

范围内的，由户籍地县级民政部门配合做好调查工作，及时向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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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地民政部门提交相关资料。

四、拓展完善临时救助方式

各地要根据救助对象实际情况，综合运用发放临时救助金、

发放实物和提供转介服务等多种救助方式，发挥临时救助应急、

过渡、衔接、补充的制度作用，不断提升救助效益。

临时救助金一般通过社会化方式发放到救助对象个人账户，

对因智力障碍、年老等原因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账户信息的，以及

对急难型对象开展紧急救助时，可直接发放现金。根据救助对象

基本生活需要，可采取发放衣物、食品、饮用水和提供临时住所

等方式予以救助，采购实物要严格按照政府采购制度的有关规定

执行。发放现金、实物的，临时救助对象或监护人需当场签字确

认，县乡要不断完善资金或实物发放手续。

对给予临时救助金、实物救助后仍不能解决临时救助对象困

难的，可分情况提供转介服务。对符合低保 、医疗、教育、住

房、就业等专项救助条件的，要协助其申请相应的救助待遇。各

地要充分运用好 “转介服务”，使临时救助与相关制度密切衔

接，形成救助合力，增强救助效能。

五、加强与慈善救助衔接

各地要积极培育发展以扶贫济困等为宗旨的慈善组织，广泛

动员慈善组织参与临时救助工作。鼓励、引导慈善组织建立专项

基金，科学规划、设立救助项目，承接政府救助之后 “转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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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案，形成与政府救助的有效衔接、接续救助。

要建立政府救助与慈善救助的衔接机制。畅通连接渠道，对

政府救助后仍需公益慈善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通过慈善项

目、发动社会募捐、提供专业服务、志愿服务等形式给予帮扶的

及时予以转介，使政府救助与慈善救助、物质帮扶与救助服务密

切衔接。

要推进救助资源与个人需求信息对接平台建设。引导慈善组

织和社会服务机构及时发布救助项目、帮扶项目，便于公民发布

个人求助信息，促进慈善组织、社会服务机构、爱心组织等慈善

力量与求助方对接，扩大救助能量。

要完善和落实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政策措施，加大

政府购买服务力度。积极探索政府引导、社会力量筹资、慈善组

织运作的政社联动模式，搭建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临时救助

的平台，形成救助合力。

六、强化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积极争取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重

视和支持，将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列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

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健全工作机制，深入实施好临时救助制

度。各级民政部门要切实履行主管部门职责，发挥好统筹协调作

用；财政部门要加强保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加强资金保障。各地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政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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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要求，统筹考虑将包括临时救助金在内的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救助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多方筹集临时救助资金，合理安排和

统筹使用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对临时救助的投入原则上只增

不减。要全面推动在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建立临时救

助备用金制度，委托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按照权限及

时开展临时救助工作，不断提高救助水平。临时救助备用金额度

可综合考虑乡镇 （街道）常驻人口及低保、特困、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数量，由县级民政部门、财政部门共同确定。县级民政、

财政部门要根据资金使用情况，及时调节补充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临时救助备用金，确保临时救助工作顺利实施。

临时救助备用金要专款专用，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三）加强监督检查。各地要加强对临时救助工作的督促检

查，加强对临时救助工作的绩效评估，突出制度效能的发挥。要

建立健全社会救助责任追究机制，区分主观故意、客观偏差和改

革创新等不同情形，对主观故意造成工作失误和损失的，严肃追

究相关责任；对客观偏差或探索创新、先行先试以及申请人恶意

瞒报造成工作失误的，从轻、减轻或免于追责。

（四）推进 “救急难”工作。各地要不断深化对 “救急难”

工作的认识，认真谋划推进本地 “救急难”工作。要以加强部

门协同、推进资源统筹、提升救助效益为重点，进一步强化制度

落实，创新工作机制，提升综合救助能力，有效化解人民群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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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重大急难问题，切实兜住民生底线，最大限度防止冲击社会道

德和心理底线事件发生。

河 北 省 民 政 厅河 北 省 财 政 厅

２０１８年８月８日

　　 （此件公开发布）　　

　河北省民政厅办公室 ２０１８年８月８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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