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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民字〔2022〕66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现将《临淄区“党建+社会救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临淄区委组织部

2022年8月30日

中 共 临 淄 区 委 组 织 部

临 淄 区 民 政 局

临淄区民政局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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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社会救助制度改革

发展的决策部署和民政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

要求，不断完善社会救助体制机制，创新社会救助措施，

根据《淄博市社会救助综合改革实验区工作方案》(淄社救

〔2022〕1号)文件精神，积极探索具有临淄特色、特点的“

党建+社会救助”新模式，不断提高我区社会救助工作质量，

结合我区实际，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党对社会救助工作的全面领导，坚

持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建立“齐助你”救助领域党

建服务品牌，强化党建引领，依托网格化管理体系机制，探索

精准救助、主动救助、全域救助的“党建+社会救助”新模式

，将社会救助与基层党建、基层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有机结合

，不断增强困难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

通过推行“党建+社会救助”模式，全面加强党对社会救

助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组织部门牵头

、民政统筹、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社会救助工作机制，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广大党员

积极投身社会救助，引导社会力量、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社

会救助，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向心力、凝聚力、亲和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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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社会救助工作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着力

构建资源融合、分类施策的综合救助体系，逐步实现精准救助

、主动救助、全域救助、高效救助。

创新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救助重心下移，充实最

小网格单元，努力实现社会救助工作由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变，

不断增强社会救助精细化管理，提高社会救助精准度。

(一)构建“党建+社会救助”高质量帮扶机制。建立“组

织领导、书记负责、班子包片、党员联户”的“党建+社会救

助”帮扶机制，实行每名党员帮扶1户以上困难群众（包括城

乡低保户、特困人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低保边缘家

庭、脱贫不稳定的监测户和边缘易致贫户、支出困难家庭等）

的“1+N”联系帮扶制度，按照“缺什么帮什么”原则，制定

帮扶措施，明确联户帮扶工作内容，建立常态化党员联系帮扶

长效机制，实现精准帮扶、动态帮扶。

(二)提升“党建+社会救助”高质量管理服务。依托“党

建+社会救助”网格体系，利用山东省社会救助数字平台、“

爱山东”APP等，全面准确及时掌握居民群众家庭成员的基本

信息，通过线上线下排查、反馈或代办，减少困难群众来回跑

的现象，提升群众满意度，推动社会救助改革，优化工作运行

机制，实现救助更及时、保障更有力、动态管理更高效，社会

救助资金管理使用更加规范，救助政策落实更加精准、到位。

（三）探索“党建+社会救助”高质量主动救助。依托“

党建+社会救助”网格体系，把“党建+社会救助”帮扶工作职

责纳入社会救助协理员日常工作内容。利用防贫监测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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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预警信息及时交办乡镇和相关县直部门处置，及时反馈、

及时销号。持续抓好村务监督委员会全程监督民政社会救助工

作，将发现困难群众存在疑似漏救、漏养等问题及时反映，业

务部门及时处置、反馈。把困难群众上门寻办变成基层党组织

和网格员登门服务，实现政策找人，提高救助时效性，推进高

质量主动救助。

（四）拓展“党建+社会救助”高质量全域覆盖、对象全

覆盖。利用党员“1+N”联户帮扶机制，党员与困难群众建立

点对点、面对面的救助帮扶联系，将困难群众全部纳入帮扶范

围，实现党员联系帮扶困难群众全覆盖、地域全覆盖。对遭遇

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出现困

难的对象，不设户籍限制，可直接向急难发生地乡镇人民政府

申请临时救助，享受跟当地居民同等的救助服务。措施全覆盖

。根据困难群众的实际困难和救助需求，按照相关救助政策，

落实分层分类的救助，实现救助政策全覆盖，救助措施全落实

，从根本上推动解决困难群众政策理解不够，困难求助问题，

实现“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变，推动社会救助工作高

效、快捷、优质的社会救助服务。社会力量参与。以村（社区

）党组织为核心，以党员、网格员为主体，通过各种平台大力

宣传“党建+社会救助”工作，引导各类慈善机构、社会组织

和爱心人士积极参与社会救助志愿服务和爱心活动等，形成多

元化社会救助工作格局。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乡）镇、各部门要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切实提高“党建+社会救助”工作的政治站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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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党建引领、健全体系机制，切实强化组织保障，全力完成

“党建+社会救助”工作，形成一个切实可行的成功经验。

（二）坚持统筹兼顾。坚持把党建工作同社会救助工作同

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统筹党建一起抓、统筹资源

一起用、统筹工作一起推，在服务改革、服务发展、服务民生

、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中找准定位，在推动社会救助工作过程

中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发挥党建工作的作用。

（三）加大宣传力度。运用各类媒体大力宣传“党建+社

会救助”工作，及时反映试点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激发党

员群众参与热情，为深入推进“党建+社会救助”营造良好舆

论氛围。

（四）注重氛围营造。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及时总结推

广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媒体作用，大

力宣传报道“党建+社会救助”工作开展过程中的先进典型，

激发党员群众参与热情，为深入推进“党建+社会救助”积极

营造浓厚的活动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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