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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物质+服务”
服务类社会救助工作项目清单》的通知

各区市民政局、国家级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为深入贯彻省民政厅《关于加快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

意见》，切实对标困难群众需求，进一步丰富社会救助服务内涵，

实现由传统的现金、物资救助向生活保障、卫生清洁、健康照护、

支持提升和资源链接相结合的综合救助转变，现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物质+服务”服务类社会救助工作项目清单如下：

一、拓宽服务对象

服务类救助的对象主要包括有相关服务需求的特困人员、低

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防止返贫

监测帮扶对象等低收入人口。现阶段服务类社会救助的工作重点

是特困人员和低保对象中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

疾人和重病患者等特殊困难群体。在此基础上，逐步将对象范围

扩展至临时救助对象、残疾人、困境儿童（孤儿、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等）、流浪乞讨人员等相关部门救助的其他困难群众。

二、搭建关爱服务网

（一）建立走访服务制度。依托区市、镇街、村居三级社会

救助工作网络，做到区市每月调度查访，镇街每周探访，村居每

周走访服务，保障好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二）建立分类管理制度。根据保障对象家庭结构、身体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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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经济状况等因素，对独居、高龄、残疾、重病家庭划分风险

级别，增加探访、走访服务频次，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无遗漏。

（三）建立结对帮扶制度。根据村居 1对 N的走访模式，

实行村居走访服务人员与走访对象亲情化结对，根据走访对象家

庭的个性化需求，及时对接镇街社会救助服务转介驿站，提供多

元化帮扶服务。

（四）建立资源链接制度。各救助职能部门共享低收入人口

等困难群众信息，通过联通镇街社会组织联合会、社工站、医疗

卫生机构、派出所等多部门基层资源，形成帮扶合力，跟进解决

服务对象急难问题，做好信息传递、链接资源和救助需求帮扶等

工作。

三、创新服务方式

围绕“群众点题、政府搭桥、多元服务、品牌驱动、精准施

救”的工作理念，强化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镇街社会救助服务

转介驿站受理、基层工作人员入户摸底排查等工作措施，及时掌

握服务对象基本生活状况和需求底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部门

联动救助、社会组织介入、社工志愿服务、邻里互助帮扶、社会

慈善力量参与等服务方式，为服务对象按需提供多元化服务，解

决困难群众在基本生活中面临的迫切需求。

四、细化服务内容

（一）生活保障类服务。为服务对象提供探访慰问、帮办代

办、家政维修、跑腿服务、膳食供应等生活保障类服务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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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卫生清洁类服务。为服务对象提供居所清洁、助浴、

理发、洗护等个人卫生清洁类服务救助。

（三）健康照护类服务。为服务对象提供送医陪护、康复训

练、照料护理等健康照护类服务救助。

（四）支持提升类服务。对服务对象提供心理疏导、社会融

入、能力提升以及未成年人托育、课业辅导、权益保护等支持提

升类服务救助。

（五）资源链接类服务。将服务对象生活、就学、就业、医

疗、住房、司法等方面救助需求，依程序转介给其他社会救助管

理部门、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提供资源链接类服务救助。

五、强化服务类救助监管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区市要坚持底线思维，切实提高认

识，加大与救助职能部门的协调，发挥以社区微服务平台，以社

区组织、社区企业、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为补充，以社会救

助资源为依托的“六社联动”工作优势，形成政社联动、政社合

力，深入推进更多专业化、多元化的“物质+服务”服务类救助

项目，努力提升困难群众生活品质。

（二）加强服务供给。各区市要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培育和

发展专业社会救助服务工作机构，鼓励其参与服务类社会救助。

要推动社会救助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开展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等

技能提升培训，强化服务类救助专业素质和服务能力。

（三）加强专项监督检查。各区市要健全服务类救助监督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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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机制，加强与审计、财政部门的沟通协调，定期对开展的服务

类救助项目的服务效果、资金管理使用等情况进行督导检查，提

升服务质量，对于服务类救助违规违法案件加大曝光力度，发挥

警示震慑作用，确保服务类救助规范化开展。

附件：“物质+服务”服务类社会救助工作项目清单

威海市民政局

2024年 10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