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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句容市郭庄镇庄
里村村民陈先生在村网格员朱
昌洪的帮助下，被纳入最低生
活保障扩面名单，办理了低保，
缓解了家庭生活压力。

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
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
础性工作。今年以来，镇江市
积极整合“救助”资源，用心、用
情打造“温暖民政·‘救’在身
边”服务品牌，联动“小网格”，
服务“大救助”，完善社会救助
主动发现工作机制，将社会救
助融入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治
理体系，拓展特殊困难群体主
动发现渠道，对困难群众做到

“早发现、早介入、早救助”，有
效打通联系服务困难群众“最
后一公里”。

上下联动，
构建主动发现网络

“张主任，我们村有一户村
民，家庭成员要么年老体弱，要
么残疾，没有什么生活来源，蛮
困难的，您看下政府这边有什
么救助吧？”不久前，郭庄镇民
政办接到庄里村网格员朱昌洪
的电话，反映其在日常走访过
程中发现一户困难户，情况较
为特殊。

接到电话后，郭庄镇民政
办“为民小分队”立即行动，通
过入户走访了解到，该户户主
陈先生 71 岁，原本在村里做保
洁员，几年前出车祸后，无法再
胜任该工作。其配偶 70 岁，智
力二级残疾，无劳动能力，独生
子44岁，未婚，早年因遭受刺激
导致现在不愿出门，不与人交
流，精神状态不佳。目前该户
除了基础养老金以及村委会的
帮扶之外，无其他生活来源，家
庭较为困难。

了解情况后，郭庄镇民政
办第一时间将该户纳入最低生
活保障扩面名单，及时签订核
对授权书，比对后无可疑信息，
经过村民主评议会全员通过并
公示后，为陈先生家庭办理了
低保，缓解了其家庭生存压力。

变“人找
政 策 ”为

“ 政 策 找
人”，发现

“沉默的少数”，今年以来，我市
将社会救助相关事项纳入网格
化服务管理事项清单，民政部
门与同级网格化管理部门做好
对接，建立上下联动、横向协同
的工作机制。对陈先生的主动
救助，就是依托这一工作机制。

2022年，镇江市委政法委、
市民政局联合出台《关于依托
网格化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救助
主动发现机制的意见》，通过 3
个“1”的方式，在网格化服务管
理中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
人”，实现对困难群众的精准定
位。

第一个“1”即织密全域覆
盖的社会救助“一张网”，将社
会救助基本单元落细到网格，
全市共划分救助网格 3675 个，
其中城市网格 1152 个，农村网
格2144个，专属网格379个。

第二个“1”即每个网格至
少配备一名网格员，全市共配
备专职网格员 3728 人，兼职网
格员约1万人，实现专职网格员
全面覆盖，兼职网格员为补充
的主动发现队伍，共同关注所
辖网格内群众救助服务需求。

第三个“1”即依托“镇江市
网格化治理”这一平台，将低保
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
庭、支出型困难家庭等 1.9万余
名低收入人口信息纳入平台进
行管理，匹配到相应网格，通过
网格员开展重点走访和监测。

明确流程，
提升主动发现效能

京口区四牌楼街
道江一社区网格长陈
某于 2022 年 10 月下
旬了解到，江滨新
村居民朱奶奶，是
位空巢老人，刚做
完手术后无法外
出 ，生 活 比 较 困
难。

进一步了解
后发现，朱奶奶有
退休金，不符合申
请低保或其他救助

的条件，但是，她无法
外出买菜和配药等现实

困难又确实需要外界帮忙
解决。江一社区发挥网格管

理的优势，针对朱奶奶的情况
为其“量身打造”了帮扶方案。

由于当时已到年尾，各单
位、学校事务都比较繁忙，因
此，决定暂由网格员和便民服
务中心党员每日上门为老人打
扫卫生、买菜、扔垃圾。2023年
2 月开始，社区链接了社会资
源，志愿者团队定期上门为老
人理发、修脚等，同时联系爱心
司机，帮助老人去医院配药，联
系老人的亲属，定期来看望陪
伴老人。2023年7月，学校放暑
假，社区又通过网格长链接了

“向上少年”学生志愿者，对老
人进行帮扶，直至9月开学。同
期，社区还对接了辖区电商，与
老人签订帮扶协议，帮助她购
买日用品、配药等，同时安排专
业社工对老人进行心理疏导，
定期上门陪伴。经过数个月的
持续帮扶，朱奶奶逐步恢复了
自理能力，虽然目前行动仍然
不太方便，但是日常生活已无
大碍。

依托网格化主动发现机
制，建立“发现报告-分析研判-
跟踪办理-办结回访”的救助网
格闭环运行机制，有效解决了
像朱奶奶这样的困难群众的

“急难愁盼”问题。
“早”发现，充分发挥网格

员“前哨”作用。通过日常走
访，重点收集低保对象、困难老
年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及遭遇重
大突发事件的家庭（个人）信
息，形成重点对象名单，定期排
查，动态跟踪，做到早发现、早
报告。今年以来累计摸排各类
困难群体 1.8 万人次，将 342 名
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低保
等保障范围。

“快”运转，困难群众问题
线索“不滞留”。网格员将发现
的困难群众问题线索，“线下”
向村（社区）、镇（街道）上报，镇
（街道）对困难群众问题线索进
行分析研判，及时组织人员实
地走访，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及
时纳入社会救助申请确认程
序；“线上”网格员随时通过“智
慧网格”APP采集信息，市级、辖
市（区）、镇（街道）根据职责分
工分流转办。

重“实”效，把服务送到困
难群众家门口。针对申请能力

不足、对申请流程不知晓的特
殊困难群体，尤其是高龄老人、
残疾人等群体，推行低保、特困
供养、临时救助等事项申请帮
办代办服务，今年以来已累计
为 514 名困难群众提供各类帮
办代办服务；对辖区内未纳入
救助范围但可能存在特殊困难
的对象，进行定期跟踪回访。

保障为要，
救助机制有效运转

《关于依托网格化社会治
理完善社会救助主动发现机制
的意见》对主动发现救助网络、
线上信息报送渠道、线下救助
服务流程等方面做出了制度性
安排，为推动社会救助网格化
管理服务有序规范运转，提升
社会救助主动发现、及时救助
的响应能力，我市还通过有效
的培训、帮扶、激励等配套举
措，强化工作保障。

建立全员培训机制。通过
“线上”+“线下”对全市网格员
开展社会救助政策培训，普及
社会救助知识，提高网格员发
现、识别困难群众的能力。“线
上”将社会救助政策学习课件
上传至“镇江市网格学院”平
台，为网格员提供全天候学习
机会；“线下”组织开展网格员
社会救助知识培训班，增强其
救助业务能力，有效提升网格
员救助能力和水平。截至目
前，共组织“市、辖市（区）、镇
（街道）、村（社区）”四级培训 43
场次，培训网格员2600余人次。

建立综合帮扶机制。分析
研判发现的困难群众问题线
索，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纳
入社会救助申请确认程序。通
过项目发布、公益创投、资源链
接等形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救
助，满足困难群体多样化、个性
化的服务需求。

建立鼓励激励机制。专职
网格员统筹纳入社区干部管
理 ，每 人 每 月 工 资 加 绩 效 约
3500-4000元；有条件的地区视
工作量每月给予 200元-300元
不等的工作补贴，有效调动网
格员参与救助工作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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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小网格”，服务“大救助”

镇江：推进社会救助主动发现机制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