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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民助〔2019〕9 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社会救助兜底脱贫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民政局、扶贫办： 

脱贫攻坚是党的十九大明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打

好的攻坚战之一。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明确要求，扎扎实实做好

小康决胜收官工作，确保实现低收入人口“两不愁三保障”，今

年要基本实现建档立卡人口年收入不低于 6000 元的目标。当前，

脱贫攻坚正处于攻城拔寨、决战决胜的紧要关头，社会救助在打

赢脱贫攻坚战中承担着重要的兜底脱贫任务。为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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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做好社会救助精准兜底脱贫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入开展摸底排查工作。截至 2018 年底，全省建档立

卡低收入人口还有 56.89 万人未脱贫，涉及 7 个市、41 个县（市、

区）。各地要进一步开展未脱贫建档立卡人口的全面摸底排查，

摸清底数，分工协作，落实责任，按户施策。县级扶贫部门要将

未脱贫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中，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

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对象名单提供给民政部门。县级民政部

门要按照“一户不落、一人不少”和“能快则快、应救尽救”的

要求，对需要兜底脱贫的对象建立工作台账，通过线上信息核对

和线下入户核查相结合的方式，精准掌握需兜底家庭经济状况，

明确救助措施，将符合救助条件的对象按程序全部纳入社会救助

兜底保障范围。 

二、强化兜底政策综合运用。民政部门要进一步整合特困供

养、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残疾人补贴、困境儿童保障等政

策，形成兜底保障合力。要按照有利于困难群众的原则，最大化

地用足、用实、用好各项救助政策。对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中符

合特困供养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全部纳入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加强低保动态管理，切实做好提标后已保对象收入

核算、补差增加和边缘对象新增进保工作，强化重度残疾人、大

重病患者“单人保”政策的执行力度，确保“应保尽保、应补尽

补”。对因病、因残致贫的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在核算家庭收

入时可按规定相应扣减家庭刚性支出以及必要的就业成本。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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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低保的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人均收入高于低保标准但在低保

标准 2 倍以内的，脱贫攻坚期内保留低保待遇。充分发挥临时救

助“补漏、托底”作用，对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

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困难的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可采取一

次审批、分期发放的方式，通过临时救助给予兜底保障，确保困

难家庭基本生活达到脱贫标准。对与子女分户的老年人要重点关

注，逐户排查，持续跟踪，符合社会救助政策兜底的，要及时纳

入救助范围。对于少量不符合民政救助条件但又无法依靠产业就

业帮扶脱贫的对象，由当地扶贫部门会同民政等部门，提请地方

党委政府研究兜底办法，一户一策切实予以解决。  

三、强化部门信息互通共享。针对部分地区存在的扶贫部门

与民政部门对象衔接不紧、信息共享滞后、系统数据偏差较大的

问题，要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扶贫部门定期

向民政部门提供未脱贫低收入人口的基本信息和帮扶情况，民政

部门定期向扶贫部门提供低收入人口纳入、退出社会救助兜底保

障的对象信息和救助情况。每月至少要进行一次建档立卡低收入

人口和社会救助对象的数据比对，切实运维好全国扶贫开发信息

系统和低保信息管理系统，确保数据互通共享、信息更新及时、

人员对应一致，实现精准扶贫下的动态有效管理。 

四、确保完成兜底脱贫任务。根据国家规定，建档立卡农户

年收入口径为上年度第四季度与今年前三季度收入之和。9 月 30

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将关闭。当前，低收入人口兜底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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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时间紧迫，任务重大，各地要迅速

统一思想，强化政治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属地责任，以最

大决心、最大力度，确保按时完成兜底脱贫刚性任务，为全省全

面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为掌握工作进度，各地民政、

扶贫部门要认真填报《社会救助兜底脱贫情况统计表》，加盖公

章，以设区市为单位汇总，于每月 20 日前分别报送省民政厅、

省扶贫办。 

联系人：省民政厅范小东，联系电话：025-83590641，

18915993786 ； 省 扶 贫 办 王 若 昇 ， 联 系 电 话 ：

025-86730827,15205199081。 

附件：社会救助兜底脱贫情况统计表 

 

 

        江苏省民政厅          江苏省政府扶贫工作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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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社会救助兜底脱贫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单位：人

纳入农
村低保
人数

纳入特
困供养
人数

已纳入
农村低
保人数

已纳入
特困供
养人数

已动态
管理退
出救助
范围的

合计
拟纳入
农村低
保人数

拟纳入
特困供
养人数

拟纳入
临时救
助人数

拟通过
其他措
施脱贫
人数

1栏 2栏 3栏 4栏 5栏 6栏 7栏 8栏 9栏 10栏 11栏 12栏 13栏 14栏 15栏 16栏 17栏 18栏 19栏 20栏

××市

  ××区

  ××县

  ××市

……

未脱贫和新增低收入人口（按脱贫方式区分）

其中 已享受救助 需兜底脱贫低收入人口
拟通过
开发式
扶贫脱
贫人数

地区

当地扶
贫标准
（元/
年）

当地农
村低保
标准
（元/
月）

2015年
底建档
立卡低
收入人
口基数

2016-
2018年
已脱贫
低收入
人口数

未脱贫
低收入
人口数

返贫和
新识别
低收入
人口数

未脱贫
和新增
低收入
人口合

计

其中：
与子女
分户的
老年人

备注： 
1. 第 4 栏=第 5 栏+第 8 栏，第 10 栏=第 8 栏+第 9 栏，第 10 栏=第 12 栏+第 13 栏+第 14 栏+第 15 栏+第 16 栏，第 16 栏=第 17 栏+第 18 栏+19 栏+第 20 栏。 
2. 第 16 栏指未脱贫和新增低收入人口中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人数。 
3. 第 13、14 栏，指未脱贫和新增低收入人口中已纳入农村低保、特困供养的人数，国家扶贫信息管理系统和低保信息管理系统中相关数据应一致。 
4. 第 17-19 栏，指民政部门对需兜底脱贫低收入人口进行逐户核查后，根据相应政策拟纳入农村低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兜底的人数。 
5. 第 20 栏，如有拟通过当地政府其他措施兜底脱贫的，请备注说明。 
6. 根据职责分工安排，第 2 栏、第 4 栏、第 5 栏、第 8 栏、第 9 栏、第 11 栏、第 12 栏由扶贫部门统计，第 3 栏、第 17 栏、第 18 栏、第 19 栏由民政部门统计，第 6 栏、
第 7 栏、第 13 栏、第 14 栏、第 15 栏、第 20 栏由扶贫部门会同民政部门统计。 
7. 此表须经当地民政、扶贫部门共同确认，盖章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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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民政厅办公室                      2019年7月2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