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蚌山区临时救助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托底线、救急难的作用，及时解

决城乡困难群众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根

据《安徽省民政厅 安徽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安徽省临时

救助操作规程>的通知》（皖民社救字〔2023〕42 号）、《关

于印发<蚌埠市临时救助工作操作规程>的通知》（蚌民

〔2024〕16 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区民政局、区财政局

修订了《蚌山区临时救助实施细则》。

一、救助对象

具有本地户籍或长期居住在我区的家庭和个人，有下列

情形的可以申请临时救助：

（一） 急难型困难家庭。因意外事件（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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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收入家庭及其他特殊困难家庭。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急难型救助。

1. 一类情形:近期因遭受火灾、交通事故、自然灾害、

公共卫生事件、人身伤害等意外事件或突发重大疾病，导致

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

2.二类情形: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

难，需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

符合一类情形且暂时无法取得家庭支持的个人可以单

独提出申请。

（二）支出型困难家庭。家庭成员因医疗、教育等生活

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



现严重困难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城乡特困和孤儿（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低保边缘家庭、支出型贫困家庭、监测

对象家庭及其他特殊困难家庭。

二、临时救助审批权限

救助金额在当期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 5倍及 5倍以内

的小额临时救助，由乡街、社区中心民政所审核确认并报区

备案。

救助金额在当期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 6倍及以上和特

殊困难对象需通过“一事一议”审批的临时救助，由区民政

局审核确认。

三、救助方式

对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采取以下救助方式：

(一)资金救助。临时救助金原则上实行社会化发放，支

付到临时救助个人账户。

（二）实物救助。根据救助对象基本生活需要，可采取

发放衣物、食品、饮用水，提供临时住所或紧急救治等方式。

除紧急情况外，采取实物发放要严格按照政府采购制度执

行。

（三）转介服务。在实施临时救助后，仍不能解决救助

对象困难的，可分情况提供转介服务。对符合最低生活保障

或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救助条件的，应协助其申请；

对需要社会帮扶的，及时向公益慈善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转介。

四、救助标准



（一）对急难型困难家庭遭遇火灾、交通事故等意外事

件，视困难程度，给予当期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 2-3 倍救

助。

（二）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在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

险和各类补充医疗、商业保险补偿及社会帮扶后，个人负担

医疗费用仍然超出家庭承受能力，造成家庭基本生活难以维

持的，根据当年自费医疗费用情况实行分档救助：累计自费

费用 5000 元以上不超过 10000 元的，给予当期城市低保月

保障标准的 2-3 倍救助；10000 元以上不超过 20000 元的，

给予当期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 4-5 倍救助；20000 元以上

的，给予当期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 6-10 倍救助。

（三）对因教育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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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型困

难家庭，可视教育负担情况，高中阶段给予当期城市低保月

保障标准的 2 倍救助；大学阶段给予当期城市低保月保障标

准的 4 倍救助。

（四）对特困人员（城市特困、农村特困对象、城乡孤

儿）因患病其医疗费用支出经基本医保报销、各种医疗保险

报销、医疗救助资金后，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在 5000 元以

下的，在不超出个人负担的医疗费范围内，给予当期城市低

保月保障标准的 2-4 倍救助；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在 5000

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给予当期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5-6

倍救助。

（五）对城乡低保户因患病其医疗费用支出经基本医保

报销、各种医疗保险报销、医疗救助资金后，个人负担的医



疗费用在 5000 元以下的，在不超出个人负担的医疗费范围

内，给予当期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 2-3 倍救助；个人负担

的医疗费用在 5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给予当期城市

低保月保障标准的 4-5 倍救助。

（六）对特困人员、城乡低保户遭遇重大疾病，其医疗

费用支出经基本医保报销、各种医疗保险报销、医疗救助资

金后，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在 10000 元以上的，可视困难程

度，最高给予当期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 10 倍救助。

（七）针对新申请的低保对象或特困人员，当月审核确

认后的 3 个工作日内，按照该申请对象审核确认的人均月补

助标准发放临时救助金，相关程序在申请最低生活保障或者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时一并进行。

(八)对于情况特别紧急，符合“一事一议”申请条件的

困难家庭及个人，可上报区民政局，经“一事一议”研究后

最高给予 20000 元的救助。

五、救助程序

临时救助由各乡街、社区中心受理审核，区民政局负责

审核确认发放，实行一事一议，分级分类救助。小额临时救

助由各乡街、社区中心负责审核确认发放，区民政局定期抽

查督导。

落实长三角区域基本民生兜底保障一体化发展要求，取

消临时救助户籍地、居住地救助申请限制，外来遇困人员可

直接向急难发生地乡街、社区中心民政部门提出救助申请。

申请对象向乡街、社区中心民政部门提出临时救助申请

或由村（居）民委员会代为申请。填写《蚌山区临时救助申



请审批表》，提供户口簿（居住证）和身份证、临时救助申

请书、家庭重大支出、困难情况相关证明（说明）等材料，

经乡街、社区中心民政部门在受理 2 个工作日内，开展经济

状况核对、入户调查、民主评议（对核对、调查无异议的，

可不进行民主评议），对非本地户籍居民，需户籍所在地县

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供申请人享受社会救助情况的相关

材料，或向户籍地县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查核申请人享受社

会救助情况，经核查符合救助条件的，在其村（居）或居住

地公示 2 天，无异议的，6 倍及以上当期城市低保月保障标

准的临时救助报蚌山区民政局审核确认。小额临时救助由所

在的乡街、社区中心直接审核确认，发放至申请对象个人帐

户。特殊紧急情况下，乡街、社区中心可先行给予救助，并

自救助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按规定补齐审核确认材料。

临时救助实行一事一救。同一申请人、同一事由一年内

原则上只救助一次。对特殊情况以及受持续性传染病疫情影

响而提出的临时救助申请，经区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认定，

一年内最多给予两次临时救助。对于因同一事由造成基本生

活严重困难，持续时间较长的，应转介到其他社会救助。

六、不予以救助情形

（一）申请人拒绝配合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核对，致使无

法核实相关情况的；

（二）不配合审核审批管理机关调查，不说明致贫致困

原因的；

（三）故意隐瞒家庭真实收入、财产、支出、人员及其

他受助情况等，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



（四）申请人以同一事由重复申请临时救助，无正当理

由的；

（五）区民政局认定的其他不予救助的情形。

七、监督和保障

（一）区民政局和乡街、社区中心应当做好临时救助档

案管理工作。

（二）乡街、社区中心民政部门要建立临时救助台账，

建立困难对象数据库，对本辖区内困难家庭和个人进行登记

备案、动态监测。同时建立困难群众走访联系制度，畅通救

助渠道，对急难对象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救助。

（三）区民政部门要规范临时救助对象的确认、审核、

审批程序；区财政部门要强化救助资金规范使用管理。民政

部门要积极会同财政等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对临时救助工作

开展情况监督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对已审批的临时

救助申请，乡街、社区中心社会救助经办机构应对救助对象

基本情况进行定期筛选核查，发现弄虚作假骗取救助的，应

按有关规定追缴已发放的救助金或实物。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法律责任。

2024 年 3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