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生活困难居民救助的意见

威政发〔2009〕25 号

各市、区人民政府，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

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为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加大改善民生力度，维护

和促进社会稳定，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就进

一步加强城乡生活困难居民救助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大精神，着眼于维护困难群

众的基本生存权利，制定完善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救助程序，

实现社会救助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推动城乡社会救助

一体化进程，加快建立健全政府救助、社会互助和个人负担相结

合的城乡生活困难居民救助体系，切实保障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

生活，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基本原则：（一）应助尽助原则。将符合救助条件的困难群

众，全部纳入救助范围，坚持以人定钱，不以钱定人。（二）政



府主导原则。救助所需资金以财政投入为主，纳入各级财政预算，

统筹安排；同时，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多渠道筹集救助资金。

（三）属地管理原则。困难救助的实施，以属地管理为主。各市

区（包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新区，下同）

分别负责本辖区内的城乡困难居民的救助工作。

二、救助范围

本意见所称城乡生活困难居民，是指具有本市常住居民户口

（不含外地来威就读的大中专学生）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以下简称城乡低保对象），城乡低保边缘家庭（家庭人均收入

在当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100%―120%之间的家庭），

农村五保对象，部分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因意外事故、自然灾害

等造成生活特别困难的人员。上述人员均可以家庭为单位，按本

意见的规定申请困难救助。

全市范围内，凡人均可耕地面积小于 66 平方米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其成员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的，应按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予以保障。

三、救助内容

（一）完善城乡低保配套救助制度。建立城乡低保对象分类

施保制度。对因老、幼、病、残等原因导致日常消费支出过大，

明显影响基本生活的城乡低保家庭，在已核定补助低保金数额的

基础上，适当增加补助金额。分类施保对象包括：家中有重大疾



病患者，需要常年用药治疗的；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

定赡养（扶养、抚养）人的“三无”对象；有重度残疾（残疾等

级为一级以上）且无自理能力或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需要独立

赡养两个或两个以上无收入高龄（70 周岁以上）老人的；由一

方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或父母双亡、由祖父母（外祖父母）

抚养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的老幼家庭；有非义务教

育阶段在校学生和在园幼儿的；其他特殊困难城乡低保家庭。对

上述家庭在现有低保补助资金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发已核定低

保金补助金额的 10%，随同低保金一同发放。

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城乡低保对象因病发生的当年住院医疗

费用，凡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

诊疗项目目录及医疗服务设施目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甲类用药

目录范围内，尿毒症透析和恶性肿瘤放化疗门诊费用，个人自负

部分超过 2000 元的，按全部自负医疗费的 30％给予救助，但个

人全年累计救助额不超过 6000 元。同时，按每人每年 10 元的标

准，资助农村低保对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患重大疾病且无

力支付医疗费的城乡特困低保对象，可以凭定点医院诊断书和最

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书申请最高额度为 5000 元的医前救助。医

前救助每年只能申请一次。各市区民政部门审核批准后，出具《威

海市城乡低保对象医前救助通知书》，通知书应注明最高救助额

度。受助对象凭通知书到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后，医疗机构可



凭费用明细清单和受助对象本人签字的证明材料，与批准的民政

部门结算。各市区民政部门在审批年度重大疾病医疗救助金额

时，应首先核销已批准的医前救助金。

提高教育救助水平。对普通高中（含职高、普通中专、技工

学校） 和大学（含大专、高职）在校学生按城乡低保家庭子女

每人每年 1500 元、城乡低保边缘家庭子女每人每年 1000 元的

标准给予救助。

（二）提高五保供养和老龄补贴标准。从 2009 年开始，将

集中供养五保对象的供养标准由每人每年 2400 元提高至每人每

年 2800 元，分散供养标准不变。为全市 50―80 周岁的五保供养

对象、抚恤定补优抚对象和低保对象，按每人每年 10 元的保费

标准，办理老年人意外伤害组合保险。对全市 90 至 99 周岁的老

年人，每人每年发放高龄补贴 100 元。100 周岁以上（含 100 周

岁）的老年人，继续按原渠道发放高龄补贴。

（三）做好农村优抚对象、低保对象和五保对象危房改造工

作。根据市委、市政府的统一安排，将农村优抚对象、低保对象

和分散供养的五保对象危房改造纳入农村居住工程的“大盘子”，

优先实施。从 2009 年开始，农村优抚对象、低保对象和分散供

养的五保对象修缮房屋的，给予一定资金补助。

（四）规范临时救助工作。对遭受意外事故致使成员死亡、

伤残，造成生活困难的家庭，当年一次性救助 5000―10000 元；



造成生活特别困难的家庭，当年一次性救助 10000―20000 元。

因遭受自然灾害，使家庭财产（住房、生活设施等）损失 30000

元以上、造成生活特别困难的家庭，当年一次性救助5000―10000

元。同时具备上述情况的，不重复救助，按其中最高的标准给予

救助。

（五）其他配套救助项目。生活困难居民救助工作是一项系

统工程，各级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要共同参与。重点落实以下

配套救助项目：（一）对城市低保家庭，每户每月免收 1 吨水费，

免收供水、供电一户一表改造费，半价收取家庭燃气初装费和有

线电视初装费及收视费；每户免收一部固定电话装机一次性费

用；居住面积（建筑面积）低于 50 平方米的城市低保家庭，免

收集中供热设施建设费；居住面积（建筑面积）超过 50 平方米

的城市低保家庭，按超出部分的建筑面积，征收集中供热设施建

设费；城乡低保家庭的中小学生免费乘坐市区内公交车；对城乡

低保对象，免收结婚登记证书工本费、遗体火化费。（二）城乡

生活困难居民凭相关证件到指定医疗机构就诊时，实行“五免、

五减”优惠政策：即免收专家挂号费、急诊挂号费、普通门诊诊

疗费、注射费、急诊观察床位费；减收心电图检查费、脑电图检

查费、B 超检查费、血电解质（钾、钠、氯、钙）测定费、放射

透视检查费各 20％。住院时实行“五免、八减”优惠政策：即

免收住院空调费、住院暖气费、血液常规检查费、尿液常规检查



费、大便常规检查费；减收 x 线透视费、心电图检查费、脑电

图检查费、B 超检查费、血电解质（钾、钠、氯、钙）测定费、

血葡萄糖测定费、肾功能检查费各 20%、药品费的 10%。（三）

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在公立幼儿园接受教育的，按照省、市规定的

收费标准免收保杂费；在公立学校接受高中段（含职高、普通中

专、技工学校）教育的，免收学费、课本费。对城乡低保和低保

边缘家庭的初中在读学生，免收课本费。（四）劳动保障部门的

公共职业介绍机构优先推荐城乡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就业，

并免收职业介绍登记费；在同等条件下，有关部门、单位优先录

用城乡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的大中专毕业生。城乡低保家庭失业

成员参加技能培训的，各类培训机构免收培训费、资格证书费。

实现灵活就业的城乡低保家庭成员，各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免收档

案托管费。从事个体工商业的城乡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工

商、税务、卫生等部门优先为其办理相关证件，减免相关费用。

（五）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城乡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由法律

援助机构及时免费提供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非诉讼法律事

务代理、刑事辩护和刑事代理、民事和行政诉讼代理等事项的法

律服务。

四、救助资金的保障、管理及救助审批程序

（一）加大救助资金保障力度。城乡低保对象的医疗、教育

救助经费以及农村五保供养所需经费，按照《威海市人民政府关



于调整农村五保供养经费和城乡低保对象三项救助经费渠道的

通知》（威政发〔2007〕50 号）规定的渠道列支；城乡低保对

象的分类施保资金，按照《中共威海市委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建立和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意见》（威发〔2004〕15 号）

规定的城乡低保资金渠道列支。老年人意外伤害组合保险保费和

高龄补贴资金从福利彩票公益金中列支，其中，环翠区、高技术

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新区所需资金从市级福利彩

票公益金中列支；荣成、文登、乳山三市所需资金由市和三市福

利彩票公益金按 1：1 的比例分担。市级（负责环翠区、高技术

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新区范围内的救助）按 30

万元，荣成、文登、乳山三市按 10 万元的标准，从福利彩票公

益金中安排临时救助准备金，用于救助因意外事故或自然灾害致

贫家庭。其他部门、单位实施的减免政策和救助项目所需资金，

由各实施部门、单位自行解决。

（二）强化救助资金管理。每年 10 月份，各市区民政部门

应根据当年度实施救助的情况，测算出下年度救助资金需求及本

级应承担的资金数量，报同级财政部门列入预算。困难居民救助

资金要纳入社会保障资金财政专户，单独核算、专账管理、专款

专用，不得挤占挪用，不得提取管理费或列支其它任何费用，结

余资金转入下年度使用。困难居民救助金发放前，必须进行公示，

接受社会监督。民政、财政、监察、审计等部门要加强对困难居



民救助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民政

部门要健全财务制度，加强管理，建立困难居民救助档案，对困

难居民救助资金实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并定

期公开救助资金使用情况；要设立举报电话，坚决杜绝骗取、冒

领救助金行为的发生。

（三）规范救助审批程序。申请人申请困难救助时，应向户

籍所在地的村（居）委会提出书面申请，并如实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村（居）委会初步审核后，报镇政府（街道办事处）逐项审

核，符合救助条件的由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上报各市、区民政

部门审批。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采取入户调查、邻里访问及

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情况及相关材料进行调查

核实，并进行公示。各市、区民政部门对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上报的材料及时进行复核，并签署审批意见。要逐步推行困难居

民救助金社会化发放，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工作效能，切实把这

项利民、惠民的工作做实、做好。

本意见涉及的相关职能部门应制定具体的实施意见，切实抓

好落实。

威海市人民政府

2009 年 4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