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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袁
是保障基本民生尧促进社会公平
的兜底性制度安排遥 近年来袁我
国基层社会救助体系不断健全袁
覆盖范围持续扩大袁救助渠道日
益多样袁 救助标准稳步提升袁较
好发挥了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功

能袁但传统社会救助运行制度也
不同程度地存在流程繁琐尧透明
度不足尧 识别困难群众不精准尧
救助资源分割分散四大难题袁影
响社会救助功能的有效发挥遥

重庆市近年来积极探索数

字化赋能社会救助工作袁以搭建
野渝悦救助通冶应用平台为抓手袁
重塑救助申请审核确认流程尧健
全困难群体动态监测和主动发

现机制尧一网整合多渠道救助资
源袁 有效提升了社会救助效率尧
精准度和困难群众的获得感遥

数字赋能
让群众少跑路救助更精准

“扫这里的二维码进入‘渝

悦救助通’微信小程序、选择申

请救助类型、上传身份证照片、

签署授权书……”今年 1月，在
重庆市綦江区古南街道綦齿社

区便民服务中心，前来办理临时

救助的社区居民蒋章义在社区

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很快就在手

机上完成了申请。“我本身是低

保户，因为肾病治疗花了不少

钱，需要申请临时救助。”蒋章义

说，“以后足不出户就能办理补

贴，方便了很多。”

针对传统社会救助运行的

诸多难题，近年来，重庆市以民

政部“救助通”试点为契机，依托

数字重庆建设，积极探索以数字

化赋能社会救助工作，搭建“渝

悦救助通”数字平台，重塑社会

救助运行机制、健全动态监测识

别体系、开展“社会救助一件事”

改革，有效提升了救助效能。

陈显明介绍，重庆通过“渝

悦救助通”平台，构建起从申请、

审核到验证、监测全流程的“指

尖操作系统”，由以往只能上班

期间到办事大厅窗口提交申请，

变为随时随地都可线上申办。

同时，开通无差异帮办代办

功能，通过社会救助工作人员、

热心群众、网格员、基层民警等

力量帮助不会使用电子设备的

困难群众，在“渝悦救助通”上代

为申请救助。

依托这一平台，构建起“进度

可查询、数据可溯源”的透明监管

模式。重庆市民政局副局长许建

华介绍，群众提交申请后可通过

移动端实时掌握救助事项办理进

度；主管部门对超时未办结件纳

入督办，每月通报救助平均办结

时长，有效遏制了超期限办理、

“吃拿卡要”“暗箱操作”等问题；

同时，对已获得救助的对象定期

扫脸识别进行生存状况验证，困

难群众不用每季度跑到镇街报到

验证，避免了死亡、刑拘人员等虚

报冒领救助金等现象。

与此同时，动态监测预警功

能能够更加及时发现困难群众。

重庆渝中区 13岁女孩琳琳家庭
困难，作为低保对象被纳入了监

测范围。2023年 12月，当地街道
通过重庆市低收入人口动态监

测信息平台收到琳琳的大病医

疗预警，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其父

母为她申请了 4000余元临时救
助，解决了家庭的燃眉之急。

“大数据精准动态监测预警

为基层主动发现困难群众工作

装上了‘千里眼’。”刘征介绍，提

交救助申请的群众即使被认定

为暂不符合救助条件，其相关信

息也会自动进入低收入人口数

据库，纳入动态监测和社会救助

对象的主动发现工作范围。目

前，重庆市已将防止返贫监测对

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残疾人

“两项补贴”人员、在册救助对

象、临时救助对象、2年内退出保
障对象和申请救助未通过人员

等 8类人员共计 155万人纳入低
收入人口监测范围。

针对困难群众反映的多头

申请难题，重庆市也通过“渝悦

救助通”把多部门救助事项整合

为“一件事”，打破了救助资源分

割的瓶颈。据了解，重庆市民政

局已会同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城市管理局、医

疗保障局、农业农村委员会等部

门协同开展“社会救助一件事”

改革，困难群众申请基本生活救

助的同时可联办医疗救助、廉租

住房保障资格认定等 13项救助
事项。自 2023年 10月“社会救助
一件事”上线以来，累计实现联

办事项 8.8万户、58.6万件次。

多方协同
释放数字化功效

数字化救助有效提升了社会

救助的效率、精准度、透明度和系

统性，与此同时，受访基层干部对

数字赋能社会救助有更高的期待

和展望。他们建议充分发挥数字

化救助的综合赋能效应，在挖掘

利用数据价值、整合社会力量参

与等方面进一步发力。

———推动数据协同、价值挖

掘。受访基层干部认为，社会救

助涉及多部门数据信息，当前数

据共享交互的及时性、有效性、

准确性还有待提高。此外，数据

价值及其利用还不够，在精准对

接、数字监督和决策咨询方面的

作用有待加强。

建议更好整合信息数据，建

立多维度困难群众识别指标体

系，围绕健康、教育、就业创业、

家庭结构、生活形态展开立体综

合评估，精准勾画困难家庭画

像，形成多维困难群体需求数据

库，智能推送至职能部门进行救

助帮扶。

———整合社会力量参与救

助。许建华表示，传统模式下，困

难群体的发现、识别、资源匹配，

需要大量时间和人力成本，主要

依赖政府投入。数字化平台建立

后，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社会救

助提供了机制保障。下一步，将

探索建立民政部门与慈善组织

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机制，引导

公益慈善、保险等社会力量参与

救助帮扶工作。

———更好统筹“大数据比

对+铁脚板摸排”。綦江区民政局
救助科科长潘娅男认为，大数据

比对审验提升了效率和安全，但

同时需要强化基层救助工作人

员的线下作用，“铁脚板摸排”工

作不能少，有助于基层工作人员

与受助对象建立深度信任关系，

提高救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让

社会救助既有精度更有“温度”。

渊应受访者要求袁琳琳为化名冤
渊据叶瞭望曳新闻周刊冤

数字赋能袁信息发力
让更多群众共享野数字红利冶

博山区八陡镇探索打造“互

联网+民政”救助模式，将信息
技术与民政工作深度融合，支持

困难群众直接录入家庭基本情

况，一键智能预判救助申请类

型。通过“陡享未来”智慧平台开

设“陡享救助”项目板块，困难群

众只要登录小程序就可以申请

线上救助，后台收到申请后即刻

发布任务给村民政协理员，协理

员会迅速上门核实情况并实施

救助。

探访困难群众工作实现由

“线下”搬到“线上”，发布任

务、入户探访、上传信息、图表

展示等流程一目了然，形成闭

环管理，大大提高了社会救助

服务效率，让群众真正感受到

了温暖。

创新野1+2+N跑团冶
救助服务模式

博山区以“高效办成一件

事”为目标，积极探索救助事项

集成化“一链办理”，探索推出

“1+2+N跑团”救助服务模式：
“1”即签订 1张授权委托书，“2”
即 1 名镇级“跑手”和 1 名村级
“跑手”，“N”即由“跑手”为申请
人提供救助事项帮办服务。镇、

村两级“跑手”主动靠前服务，主

动告知困难群众救助政策，为困

难群众提供精准化、个性化服

务，全程“帮办代办”，确保救助

政策落实。

博山镇村民谢先生因脑干

出血、脑水肿、中枢性呼吸衰

竭，在重症监护病房持续治疗，

已欠医疗费近十万元。谢先生

父母已去世，其本人离异无子

女，家庭困难急需申请社会救

助。镇村两级“跑手”通过核查

了解情况后，帮助申请人提交

基本信息，及时上传证明材料，

对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

等环节“关口”前移，简化救助

审批流程，让救助人“先上车，

后补票”。

“跑手”在帮办过程中，发现

申请人未开通农村商业银行账

户，当即联系博山农商银行南博

山支行行长聂彬超，讲明患者情

况。聂彬超了解情况后立即赶到

镇便民服务中心，将患者实际情

况和诊断证明书等材料第一时

间汇报总行主要领导，总行当即

开通绿色通道。在次日上午 9
点，镇村两级“跑手”带患者监护

人前往银行递交相关材料，不到

十分钟的时间就为谢先生办理

了第三代社保卡并开通了“财政

补贴”一本通功能。同时，“跑手”

仅花了不到 8天的时间，就完成
了相关手续，把谢先生纳入申请

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野党建引领+网格服务冶
打好社会救助组合拳

博山区山头街道通过“党建引

领+网格服务”，以社区为平台、网
格驿站为载体打造社会救助工作

站，充分发挥“一网三联”作用，把

社会救助列入网格化管理事项。当

地依托常态化“织网行动”，创新实

施网格化暖心救助，积极推动网

格员以社会救助“信息员”“协办

员”的身份融入社会救助服务体

系，将低保、特困、孤寡老人等特

殊群体，在网格中进行重点标注；

每月至少到困难群众家中走访一

次，通过交谈，及时发现问题并积

极提供帮助，形成对困难群众“主

动发现、协助办理、跟踪帮扶”的闭

环管理模式，切实把好事、实事办

到群众心坎上。 渊据大众网冤

山东淄博博山区：

多元化救助模式 兜准兜牢困难群众幸福底线

近年来，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民政局多措并举提升社

会救助服务水平，引领全区各镇（街道）充分发挥各

自能动性，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多元化、多举措做好社会救助

工作，兜牢兜准困难群众的幸福底线。

重庆基层工作人员开展救助通社区推广活动渊重庆市民政局供图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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