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姚县脱贫攻坚社会救助兜底保障
“兜准、兜住、兜牢”行动方案

按照党中央和省州县党委政府部署，当前要在做好工作

的同时，统筹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

作, 特别是要抓好决战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为进一步做好

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织密编牢社会救助兜底保障网，兜

准救助对象、兜住脱贫底线、兜牢保障待遇，确保贫困人口

“两不愁”问题得到稳定解决，决定在全县开展脱贫攻坚社

会救助兜底保障“兜准、兜住、兜牢”行动。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民政工

作的指示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州县党委政府决

策部署，坚决扛稳扛牢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政治责任。加强农

村低保与扶贫开发对象、标准、政策、管理的有效衔接，紧

紧围绕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对象精准、措施精准、退出精准和

政策落实、工作落实、责任落实，集中精力查缺补漏，确保

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低保、特困供养范围，并相应

享受临时救助等政策，做到应保尽保、应养尽养、应救尽救。

加强动态监测、持续强化巩固，助推全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二、主要任务

（一）加强对象衔接。各乡镇要结合脱贫攻坚“冬季攻

势”和突出问题大排查专项行动、“户户清”“村村清''行动和



脱贫人口“回头看”的工作安排和工作成果，对“五个一批”

中为“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一批”的建档立卡贫困对象和六类

重点人口进行全面衔接，切实做到建档立卡兜底对象与低保

等对象的有效衔接。

1.梳理对接对象。

（1）兜底保障对接对象梳理。各乡镇要进一步统筹各

级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和村（居）民政协理人员，逐人逐户排

查核实，准确研判资格条件，实事求是精准定位建档立卡贫

困户（含已脱贫和未脱贫的贫困户，下同）的脱贫路径。县

扶贫部门将标记为需通过纳入低保、特困供养兜底脱贫的社

会救助兜底保障建档立卡户名单等及时提供县民政部门做

好衔接工作。（工作时间：3 月 15 日前）

（2）重合对象对接梳理。县扶贫办要在国家扶贫开发

信息系统标记或扶贫对象动态管理过程中摸排的六类重点

人口，应逐人逐户梳理形成名册提供给县民政局：一是国家

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未脱贫建档立卡对象；二是国家扶贫开

发信息系统中整户无劳动力，即家庭“零劳力”的已脱贫和

未脱贫对象；三是通过县级扶贫、残联、医疗保障三部门信

息比对，提取的已脱贫和未脱贫建档立卡户家庭成员中持有

残疾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三级、四级智力残疾人、

精神残疾人；四是国家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已脱贫但家庭年

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现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对象；五是

脱贫监测户；六是脱贫边缘户。（工作时间：3 月 15 日前）

2.逐人逐户排查识别遗漏对象。县民政局根据县扶贫办



提供的兜底保障对接对象和重合对接对象名册认真衔接，确

保不漏一户、不掉一人。对其中已经纳入低保、特困供养范

围的，由民政部门纳入日常工作加强管理，不再集中排查；

对未纳入低保、特困供养的对接对象，严格按照低保、特困

供养标准，根据家庭人口、收入、财产状况，由县民政部门

牵头，统筹乡镇、村（居）和驻村扶贫工作队员逐人逐户排

查研判，坚决杜绝“漏保”、“错保”和“一兜了之”等问题。

（工作时间：4 月 15 日前）

3.落实兜底保障措施。经排查研判后，符合低保、特困

供养条件的人员，由乡镇和县民政局特事快办，加快审核审

批纳入低保、特困供养范围；对不符合条件的兜底保障对接

对象，经严格复核后逐一标注不能纳入具体原因，并及时向

县扶贫办沟通，对有争议的对象，要认真核查审定，严格报

批程序，慎重审核后方能进行调整。（工作时间：5 月 5 日前）

4.确认兜底保障对接对象排查结果。县民政、扶贫部门

共同将兜底保障对接对象排查情况、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措施

落实情况提请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或县委常委会议）

研究审议确认。不符合条件的兜底保障对接对象要对人对户

作重点说明，并综合研究确定其他帮扶措施。会议审定后，

县扶贫办、县民政局等部门分别按照职责及时做好后续工作。

纳入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对象的，由民政等部门做好救助实施

工作；不符合未纳入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对象的，扶贫部门对

该建档立卡户组织其它帮扶措施，并从建档立卡人员数据库

中删除其通过“社会救助兜底保障”脱贫方式。（工作时间：



5 月 25 日前）

5.巩固衔接成效。县民政局、扶贫办要在前期工作基础

上，持续加强衔接，当建档立卡对象和脱贫方式出现变化时，

要进一步更新研判，确保通过“社会救助兜底保障”脱贫的

建档立卡贫困对象实时动态精准。（工作时间：12 月 30 日前）

（二）加强标准衔接。要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意

见》（云政办发〔2019〕42 号），严格按照“家庭户籍状况、

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3 个农村低保对象认定条件，将家庭

年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

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特别是因病残、年老体弱等原

因完全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而造成生活困难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并根据脱贫标准对新纳入

对象补足保障金，切实做到不“漏保”、不“错保”。

（三）加强政策衔接。将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

劳动能力且无法通过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人口）全部纳入农村低保或特困供养范围，实施兜底保障。

对纳入农村低保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收入超过扶贫标准

但仍低于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宣布脱贫后可继续

享受低保政策，做到“脱贫不脱保”；人均收入超过农村低

保标准的，可给予半年至 1 年的渐退期，实行“救助渐退”，

促进稳定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生活困难、靠家庭供养且

无法单独立户的持有残疾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三级、

四级智力残疾人和精神残疾人以及获得重特大疾病医疗救



助的人员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

人口（不含整户纳入低保范围的贫困人口），经个人申请，

可参照单人户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纳入低保的有劳

动能力和劳动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须经村级排查、乡

镇审核和县级扶贫和民政部门共同审定认可，确保其逐人逐

户相应享受产业、就业帮扶等措施，杜绝“只兜不扶”、“一

兜了之”问题倾向。建档立卡范围内有劳动能力但未就业的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无正当理由连续 3 次拒不参加扶贫项目

的，可减发或停发其本人的低保金。

（四）加强管理衔接。各乡镇要加强工作统筹，要把扶

贫对象、民政对象纳入一盘棋，统筹力量做好精准认定、研

究开展帮扶措施，避免工作力量交叉重叠，做“无用功”，

杜绝“两张皮”现象。要加强动态管理，扶贫、民政动态共

享农村低保、建档立卡对象家庭人口、收入、财产状况等有

关信息，共同做好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新增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纳入和已在保对象复查复核工作，适当扣除家庭成员因病、

因残、因学等产生的刚性支出和必要的就业成本，并根据核

查情况及时增发、减发、停发低保金。要高度关注新冠肺炎

疫情对困难群众尤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生活影响，对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的要及时救助，及时动态管理，纳入社会救

助兜底保障对象。要巩固脱贫成效，建立健全返贫和新增致

贫预警机制，全面监测脱贫不稳定人员和低保边缘群体，主

动发现、主动救助，及时将其中符合条件的人员纳入临时救

助、低保范围。



（五）加大临时救助。各乡镇要全面落实开展临时救助

审批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主动发现机制，简化优化临时救助

审核审批程序，按规定稳步提高救助标准；要进一步发挥临

时救助的过渡、衔接功能，加强与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和扶贫政策的衔接，对因就学、就医、解决基本住

房等造成家庭支出较大，基本生活受到影响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要及时给予临时救助。

三、强化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将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纳入党委政府重要工作日程，

加强统筹协调、督促推进和配合协作，周密安排部署、层层

压实责任、细化目标任务，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

（二）落实工作责任。各乡镇要坚持“一月一分析一报

告一反馈一研判”，每月至少研究 1 次脱贫攻坚社会救助兜

底保障工作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问题。乡镇党委政府

是脱贫攻坚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兜准、兜住、兜牢”行动的

责任主体，要统筹力量尤其是村级力量把排查研判、政策落

实工作做细做实。要严肃认真对待工作，衔接过程中的材料、

名册等要认真审核、严格把关，签章负责，不能简单用电子

文档、数据交换等方式衔接，避免因版本混乱造成工作错漏

和折腾。

（三）加强信息沟通。从 3 月起，各乡镇工作开展情况

须于每月 15 日前报送县民政局，工作开展情况应含工作进

展情况、存在问题及困难、请求帮助解决等事项，县民政局



将及时研究分析，并按要求及时报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

室。民政部门联系人及电话：王琳或罗国伟，6223961。扶

贫部门联系人及电话：蒋仕春，6213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