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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太好了，真是太感谢了。我
也不会表达，就制作了一面锦旗，感谢
帮助我们一家的民政工作人员王倩，让
大家都知道民政工作人员的好。”近日，
市民赵女士专门来到盐湖区北城街道
办事处，为工作人员王倩送上一面写有

“尽职尽责心系百姓 无微不至情系民
生”的锦旗，感谢她的优质、高效和暖心
服务。

致谢锦旗背后的故事，还要从今年
7月6日说起。当天一早，赵女士来到
北城街道办事处，寻求民政工作人员的
帮助。接待她的，是负责民政相关工作
的王倩。

“我儿子和家里失去联系一年多
了，前不久有消息说，他可能在江苏无
锡。我不知道怎么和无锡那边联系寻
人，所以来向你们求助。”赵女士说。

经了解，赵女士家里情况特殊，儿
子一年前失联，孙女是个聋哑人，孙子
又出了车祸。赵女士告诉王倩，前不久
她接到过一个来自江苏无锡的电话，当
时没有在意，后来想想或许和失联的儿
子有关。

“赵阿姨，您先留个联系方式，然后
回家等消息，有情况我第一时间通知
您。”送走赵女士，王倩立即联系盐湖区
救助管理站，希望与无锡市救助管理站
取得联系。

“身份信息刚发过去几分钟，盐湖
区救助管理站就收到了无锡市救助管
理站的回复——‘的确有这么一个人，
但头脑有些不清晰’。”王倩介绍道，核
实完信息后，她立即联系了赵女士。

“我还没走到家就接到了王倩的电
话，非常意外，也很激动。”赵女士说，没
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就找到了。

经盐湖区救助管理站和无锡市救

助管理站沟通协调，最终决定由无锡方
面将赵女士的儿子送回。

据悉，赵女士的儿子因之前受过刺
激，患有精神障碍，时不时还会殴打家
人。赵女士担心，儿子即使送回家，也
无法得到较好的照顾。得知该情况后，

王倩便帮忙联系相关医院进行咨询。
在沟通过程中，王倩发现，赵女士的

儿子没有缴纳医保，医药费成了治疗面
临的大问题。于是，王倩一边主动联系
医院，争取为治疗减免一部分费用；一边
给民政部门汇报，联系申请临时救助。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7 月 21 日，
赵女士的儿子回到了运城，并前往运城
仁安睡眠病医院接受治疗。

补办户口簿、身份证，填写低保申
请、临时救助资料……王倩马不停蹄地
为赵女士的儿子办理相关证件和手
续。“民政惠民政策就是要切实解决困
难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帮助群众渡过
难关。”王倩说，作为一名基层的民政工
作人员，她的工作职责就是尽力在政策
范围内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正是有了王倩的爱心帮助和专业

救助，才出现了文章开头赠送锦旗的一
幕。虽是一面普普通通的锦旗，却饱含
着赵女士一家对王倩的认可和感激。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有了盐
湖区救助管理站的全力帮助，寻人才
会这么快、准；有了医院的爱心帮
扶，患者才能顺利入院；有了上级民
政部门工作人员的倾力配合，临时救
助才会提前介入……我只是做了自己
分内的工作。”王倩说，之后，她会持
续关注赵女士一家，尽全力帮助他们
解决好急难愁盼问题。

近年来，盐湖区民政局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兜底线、织密
网、建机制”工作要求，进一步完善救急
解难相关政策措施，健全工作机制，强
化责任落实，加强工作保障，加快形成
救助及时、标准科学、方式多样、管理规
范的临时救助工作格局，筑牢社会救助
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基本生活权益，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更多的百姓切
实感受到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体的关心
和关爱。

“我们将持续践行‘民政为民、民政
爱民’的服务宗旨，充分发挥‘主动发
现、政策找人’的工作机制，将困难群众
的急难愁盼问题放在心上，为困难群众
兜好兜牢民生保障底线。”盐湖区民政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局将继
续密切关注辖区困难群体，有力推动民
政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细，稳步提升全
区社会救助精细化管理水平，坚持问题
导向、做到应保尽保、坚持动态管理，充
分发挥民政兜底保障的重要作用，切实
用政策宣传、低保普查、入户走访的实
际行动和效果践行各项工作的落实，不
断提升困难群众满意度。

民政工作人员王倩：

用爱心和专业守护困难群众
□记者 陶登肖 文图

◆临时救助对象类别和
认定条件

根据困难情形，临时救助对象分为
急难型救助对象和支出型救助对象。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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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遭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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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分为以下几类：
（1）因遭遇火灾、交通事故、溺水等

意外事件，人身、财产受到严重损害，导
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
或个人。

（2）家庭成员或个人突发重大疾
病，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
短时间内依靠自身能力无法解决的家
庭或个人。

（3）县（市、区）民政部门认定的其
他急难型困难情形。

2.支出型救助对象

主要包括因教育、医疗等生活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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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分为以下几类：
（1）教育支出型困难对象，是指因

家庭子女接受教育，在扣除教育救助
后，自负费用仍然较大的家庭。子女学
习教育支出是指维持子女全日制普通
高校及以下院校就学所需的学费、住宿
费、生活费等基本费用支出，不含自费
出国留学、校外租房等非基本费用。

（2）医疗支出型困难对象，是指因
家庭成员患病，自负医疗费用支出较大
的家庭。自负医疗费用支出是指家庭成
员患病治疗报销医药费用时，扣除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各种商业医疗保险报
销、医疗救助后，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

（3）县（市、区）民政部门认定的其
他支出型困难情形。

◆审核审批程序

1.急难型救助程序

急难型救助，要注重提高救助时效
性，进一步简化审核、审批程序，积极开
展“先行救助、后置审批”，根据救助对
象的急难情形，直接予以救助，在急难
情况缓解后10个工作日内登记救助对
象、救助事由、救助金额等信息，补齐经
办人员签字、盖章手续。

2.支出型救助程序

对于支出型救助，应严格按照申请、
受理、审核、审批程序进行操作，规范各
个环节工作要求，确保审核审批过程透
明，对象认定准确。原则上，经民政部门
认定的特困供养人员、低保对象等群众，
不再进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非特困供
养人员、低保对象等，要经过家庭经济状
况核对。对申请对象中的低保家庭及

其成员、特困人员、建档立卡贫困户，重
点核实其生活必需支出情况。

◆救助标准

临时救助属于一次性救助，标准要
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当地低保
标准的调整和临时救助资金的筹集情
况，以及救助对象的家庭收入、财产状
况、困难类型、困难程度、家庭人口和困
难持续时间等因素合理确定。

临时救助标准可与当地低保标准
挂钩，实行城乡统一，救助标准可参照
当地城市低保保障标准×临时救助人
数×困难持续时间。持续时间以月为单
位，一般不超过 3 个月，最长不超过 6
个月；也可根据各县实际情况采取分档
发放。

对特殊情况救助额度需要超过一
般标准的，可通过“一事一议”方式予以
解决，适当提高救助额度，原则上年最
高救助额不超过3万元。具体额度由县
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根据资金承受能
力和救助对象困难程度确定。

记者 陶登肖 整理

新闻延伸
临时救助是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权益的托底性制度安排。那么，临时
救助的对象有哪些？应符合哪些认定
条件？如何进行审核审批？救助标准
是什么？本期社会保障为您介绍。

上门入户看社保

▲王倩引导群众填写相关资料

▲王倩查看居民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