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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全国性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推动全国

性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民政部近日研究制定《全

国性社会组织教育培训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以

下简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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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发布行动方案
进一步加强全国性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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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要求，以推进社会组

织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打造全

国性社会组织高素质人才队伍为

主线，创新全国性社会组织从业

人员教育培训工作机制，不断增

强教育培训的时代性、系统性、针

对性、有效性，为全国性社会组织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思想

政治保证和人才保障。

《方案》提出，到 2027年，全

国性社会组织教育培训形成更加

完善的课程体系、更加优质的师

资队伍、更加有效的教学方式、更

加充分的教学保障，从业人员思

想政治素质得到整体提升，履职

能力和业务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基本建立与全国性社会组织发展

相适应的教育培训体系。

在量化指标方面，《方案》明

确，3 年内实现全国性社会组织
教育培训全覆盖。其中，全国性

社会组织负责人至少 3 人次参
加教育培训；负责分支（代表）机

构管理的人员至少 2 人次参加
教育培训；新闻发言人至少 1人
次参加教育培训；担任监事、项

目管理、财务管理、会员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等专业岗位的人员

至少 5人次参加教育培训；部管
社会组织中的党务工作者至少 2
人次参加教育培训，3年教育培
训合计约 25500人次。每年线下
教育培训约 2000人次，线上教
育培训约 6500人次。
《方案》要求，以理论学习为

引领，分类开展教育培训。社会

组织教育培训要强化理论武装，

突出需求导向，以提高能力为主

线，根据社会组织的类型特点和

发展需求，有针对性地组织实施

教育培训。

强化培训资源建设，夯实培

训保障基础。《方案》要求，不断

创新社会组织教育培训的方式

方法，推进线下和线上教学相融

合、“大集中”和“小区块”学习相

结合，综合运用讲授式、启发式、

参与式和案例式等教学方法，灵

活运用视频课、直播课等新型教

学手段，提高教育培训效果。

加快网络教育培训体系建

设，提升教育培训数字化水平。

《方案》要求，建立国家社会组织

法人库的数据共享机制，做好社

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基础信息

数据和参训行为、参训表现、参

训效果等教育培训信息数据的

标准化处理，绘制可量化、可评

价的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学习图

谱，推动社会组织教育培训体系

迭代更新。

加强组织管理，提高教育培

训规范化水平。《方案》强调，完善

工作机制。在民政部的指导下，部

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承担全国性社

会组织教育培训工作的主体责

任，负责收集培训需求、拟订培训

计划、组织教学活动、统筹培训师

资、开发培训课程、开展考核评价

等工作。建立与业务主管单位、行

业管理部门联合开展教育培训的

工作机制，依托民政职业大学等

教育机构或相关社会组织开展教

育培训，扩大培训覆盖面，满足多

层次培训需求。

福建研究出台《关于加快推

进“福见康养”幸福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的若干措施》等政策文

件；北京严格执法，依法取缔劝

散“世界文化合作发展协会”等

20家非法社会组织；广东省民政
厅公布三批依法取缔和劝散包

括慈善组织在内的非法社会组

织共 64个……
在近日召开的全国民政工作

会议上，各地民政部门交出了民

生保障成绩单。过去一年，各地民

政部门积极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

事、办实事、解难事，推动养老服

务、社会救助、慈善事业、儿童福

利等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提升老年友好环境

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

不仅关系到老年人的幸福安全，

还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发

展全局。

过去一年，福建省民政系统着

力提升老年友好环境，建立无障碍

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开设

“智慧助老”课堂，帮助老年人学习

运用智能技术，每年约 80万老年
人参与。着力保障老年人合法权

益，开展“法律服务助老护老”、养

老服务领域“点题整治”等工作，确

保老年人生命和财产安全。

据了解，福建连续 8年将养
老服务工程纳入省级为民办实

事项目。2024年新建嵌入式养老
服务机构 50个、示范性长者食
堂 400个，培训养老服务从业人
员 1.6万人次。

2024年，湖北采取独建、联
建等方式，推进形成资源共享、

机制衔接、功能优化的三级服务

网络。具体而言，主要做好三方

面的工作：

加快设施建设。持续推动县

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建设，

已建成 98 个。省级财政连续 4

年每年安排 1.2亿元，推进 100
个乡镇（街道）养老服务综合体、

200个农村日间照料中心省级民
生实事建设，基本实现县、街道、

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全覆盖。

创新运营机制。引入专业力

量采取“中心—带站—连点”服

务模式，连锁化、规模化运营养

老服务设施。

拓展服务功能。广泛链接老

年大学、志愿服务等资源，开展

助餐、日间照料、文体娱乐等服

务。全省依托设施建设老年助餐

点 2100余个。

兜准兜牢民生底线

过去一年，困难群体基本生

活得到有效保障。

为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湖

南省政府连续 7年将低保提标纳
入重点民生实事，近 3年省级财政
投入年均增长 23.76%，救助水平稳
步提升，重点工作有效落实。

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

实施意见》，联合有关部门制定

救助资金省与市县分担机制、低

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救助资金

监督检查办法和专项救助政策

等 10多项政策文件，进一步完
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同时，健

全主动发现机制，完善低收入人

口动态监测平台，科学设置 44
个监测指标，实时监测 12 类
442.12万低收入人口，2024年以
来下发预警线索 9.5万条，通过
“大数据比对+铁脚板摸排”，有
效防止“漏保”、“漏救”。

黑龙江推出“党有嘱托·民

政牵挂———遇困有家”服务品

牌，强化三个机制，当好临时遇

困人员家里人。

2024年，黑龙江强化街面治
理联动机制，依托数字民政、公

安视频监控、数据建模等 9个系
统，双向共享海量数据，形成“地

空勤”立体巡查格局。强化区域

中心带动机制，建立“中心带动、

业务垂管、资源共享、联手协作”

4种模式，打造市县一体化救助
格局，提高县（区）救助管理能

力。强化温情救助机制，将临时

遇困人员救助纳入龙江“高效办

成社会救助一件事”，提供“暖心

牵挂幸福清单”47 项专业化、贴
心式服务，兜住急难救助的底。

宁夏以儿童福利机构优化

提质为抓手，从大处着眼、从小

事入手、从细处暖心，倾力为困

境儿童创造有保障、有关爱、有

希望的成长环境。

过去一年，宁夏从三个方面

着手，强化体系支撑，织密保护

关爱网络。

一是拓展职能职责。聚焦职

能任务新拓展，精准摸排近 5万
名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针对性

加强关爱保护，将“明天计划”项

目拓展至困境流动儿童。二是致

力政策创制。聚焦强化兜底保障

能力，制定出台区域性集中养育

等 10余项政策。聚焦提升标准

化水平，发布流动儿童关爱服务

34项清单，首创儿童福利机构行
业标准 3项、制定地方标准 14
项。三是加强协作联动。会同公

检法、教育、妇联等多部门，围绕

精准保障、关爱保护、均等享受

公共服务等开展联合调研、专题

会商 10余次，组织主题帮扶、政
策宣讲、心理健康关爱等活动

500余场次，密切协作、同频共
振，凝聚合力彰显大爱。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

2024年，基层社会治理明显
加强，专项行政管理和社会事务

服务持续优化。

北京从四个方面着手，强化

从严监管，严守社会组织发展底

线红线。

做实日常监管，市级社会组

织年检年报参检率达 97%，抽查
审计数量比上年度增加 13%，3A
级以上社会组织比例超过 30%；
创新信用监管，实现社会组织信

用积分与日常监管联动更新，并

配套建立违法失信名单和信用

修复机制。2024年已将 41家社

会组织列入活动异常名录或严

重违法失信名单；完善综合监

管，组织开展行业协会商会涉企

收费、社会服务机构业务活动规

范化、慈善组织公开募捐活动等

8个专项检查；严格执法监管，开
展行政执法检查 370余次，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 173件。

重庆发挥地名“重要标识”

作用，赋能高品质生活。

在加强公共服务方面，健全

地名管理重大事项报告、联席会

议等制度，修订《重庆市地名管理

条例》，制定 5项配套政策，出台
住宅区楼宇正面指引负面清单等

4项操作指南，会同住房城乡建
设、交通、城管等部门规范楼宇、

轨道、公园等命名。在厚植文化底

蕴方面，出台《历史地名鉴定标

准》，建立市、县历史地名保护名

录，编制三峡库区等消失地名录，

编纂 3200万字的标准地名录典
志，出版重庆地名文化丛书。

广东稳步实施“阳光慈善”工

程，建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

业自律、内部治理”四位一体的监

管体系，守护慈善事业公信力。

一是建立五级风险防控机

制。定期排查慈善组织可能存在

的政治、社会、经济、安全等方面

风险，根据风险等级做相应处

置。稳妥推进慈善组织管理漏洞

和风险隐患全面排查整治专项

行动。组织开展慈善组织善款募

集管理使用排查整治“回头看”

专项行动。二是建立快速响应联

合监管机制。民政牵头，联动公

安、人民银行、网信、市场监管等

部门对相关慈善组织进行重点

监管，对涉嫌违法违规的慈善组

织开展联合调查。三是建立慈善

组织信息公开机制。举办“慈善

公众开放日”活动，引导慈善组

织开门“晒账单”，发布慈善组织

透明度排行榜单等，推进慈善组

织信息公开。 渊据叶法治日报曳冤

各地民政部门交出过去一年依法保障民生成绩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