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安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完善社会救助

体系的实施意见(泰政字[2020]63 号)解读 
 

一、政策文件出台的背景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和社会公平，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中发挥着兜底性基础作用。2019 年 11 月 19 日，省政府

出台《关于统筹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的指导意见》（鲁政字

〔2019〕221 号），对全省统筹社会救助体系工作作出安排

部署。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统筹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工作，

将该项工作列入 2020 年市委常委会工作要点和市政府工作

报告内容，责成市民政局牵头起草我市意见。在充分调研并

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基础上，市民政局起草了《泰安市人民

政府关于统筹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并先后征求了市委编办、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市

人社局等 32 个部门单位意见。 

二、政策文件出台的依据 

2019 年 11 月 19 日，省政府出台《关于统筹完善社会救

助体系的指导意见》（鲁政字〔2019〕221 号），对全省统

筹社会救助体系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三、政策文件出台的目的 



为充分发挥社会救助的兜底保障作用，提高社会救助工

作整体效能，制定本《意见》。 

四、政策文件出台后的意义 

《意见》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工作要求，

统筹政策制度，整合资源力量，健全体制机制，强化服务管

理，加快构建“资源统筹、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平台支撑、

数据共享 ”的社会救助体系，努力实现合力救助、精准救

助、及时救助、公正救助，不断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 

五、政策文件的主要内容（包含重要关键词的诠释说明） 

一是统筹完善制度体系，提升社会救助支撑力。以最低

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为基础，以教

育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法律援助、康复

救助等专项救助为支撑，以受灾人员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临时救助等急难救助为辅助，以慈善组织等

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织密社会救助兜底保障网。加强各项

救助制度之间以及政府救助与社会力量救助的有效衔接。 

二是统筹完善能力体系，提升社会救助落实力。将社会

救助政策培训纳入部门业务培训内容，县级每年集中培训不

少于 2 次，乡镇（街道）建立经常性培训制度。制定社会救

助制度（项目）清单，编制社会救助典型案例，指导社会救

助工作人员精细把握政策、精准落实政策。总结探索具有泰



安特色的社会救助新模式，补齐社会救助工作短板。深化社

会救助“放管服”改革，构建市级统筹、部门协同、整体联

动、线上线下融合的“一个窗口、一张表单、一组流程、一

套材料、一次办好”“五个一”社会救助模式，再造社会救

助事项“一链办理”服务流程，提高救助服务效能。 

三是统筹完善信息化体系，提升社会救助聚合力。主动

对接省社会救助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实现救助制度、救助对

象、救助需求、救助资源、救助结果等聚合共享、互联共通、

精准对接。依托泰安市政务服务网络渠道、“爱山东”APP

泰安分厅、“泰好办”终端等，推进互联网端、移动端、自

助终端“三端融合”，实现社会救助精密在线申办、精心贴

身服务，打造“救助申请泰好办”社会救助信息化品牌。完

善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平台，建成市、县、乡上下贯

通、各部门横向连接的核对网络体系，扩大数据源，提高核

对精准性和时效性。 

四是统筹完善组织体系，提升社会救助执行力。结合事

业单位改革，整合现有工作力量，加快构建县、乡、村三级

衔接互通的社会救助工作网络。县（市、区）成立社会救助

综合服务中心，乡镇（街道）建立“一窗受理、协同办理”

社会救助综合服务工作平台，村（居）设立社会救助工作站。

采取现有编制总量内调剂、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充实基层

社会救助工作力量。 



五是统筹完善资金保障体系，提升社会救助供给力。扩

大社会救助资金供给，将各类社会救助资金分级纳入财政预

算，支持基层开展社会救助工作。落实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

助工作税收优惠、费用减免、资金奖补等政策，撬动更多社

会资金参与社会救助。授权县级统筹管理各类救助资金，逐

级制定社会救助财政事权清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六是统筹完善监管体系，提升社会救助公信力。加大社

会救助信息公开力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建立社会救助风

险监督预警机制，严惩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全面推行申

请社会救助事项守信承诺和失信记录制度，逐级建立救助家

庭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六、政策文件落实的具体措施及工作要求 

为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意见》提出强化责任

落实、强化执纪监督、强化跟踪评估等三项保障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