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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民 政 局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沪民规〔2021〕1 号 

-------------------------------------------------------------- 
 

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 

本市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 

 

各区民政局、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保障工作的通知》（民发〔2020〕69 号）精神，确保符合条件的

城乡困难家庭应保尽保，及时将受疫情影响陷入困境的人员纳入救

助范围，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结合本市实际，现将有关要

求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化困难群众兜底保障，确保群众基本生活的重要指

示批示，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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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困必帮、有难必救，着力推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本市城乡困难群

众应保尽保、应救尽救、保障到位，充分发挥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功

能。 

二、主要任务和工作要求 

（一）在摸清底数基础上适度扩围，做到“应保尽保” 

1.适度扩大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本市户籍居民，家庭符合本市

低收入困难家庭申请专项救助经济状况认定标准，个人属于重残人

员、重病患者，且不属于本市民政定期定量补助对象的，本人可以

参照“单人户”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符合条件的，纳入最低生活保

障范围，个人可支配收入高于或等于同期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不

发放救助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相应的其他待遇；个人可支配收入

低于同期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按照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跟个人可支

配收入之间的差额发放救助金，同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相关待遇。

本通知所指的重残人员是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一级、

二级重度残疾人以及三级智力残疾人、三级精神残疾人。重病患者

是指患有重症尿毒症、肾移植、恶性肿瘤、部分精神病病种（精神

分裂症、中重度抑郁症、躁狂症、强迫症、精神发育迟缓伴发精神

障碍、癫痫伴精神障碍、偏执性精神病）、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

血的城乡居民。 

2.适度扩大临时救助范围。对在本市工作，因受疫情影响无法

返岗复工、连续三个月无收入来源，生活困难且失业保险政策无法

覆盖的持有本市居住登记凭证或居住证的外来务工人员等未参保失



 - 3 - 

业人员，经本人申请，符合条件的由经常居住地的街道办事处、乡

镇人民政府参照本市低保标准，按规定向其本人发放 1 至 3 个月的

一次性临时救助金，帮助其渡过生活难关。申请人原则上需提交原

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或者其他相关材料。坚持凡困必帮、有难必救，

对其他基本生活受到疫情影响陷入困境，相关社会救助和保障制度

暂时无法覆盖的家庭或个人，街道乡镇要及时纳入临时救助范围，

有条件的可委托居（村）委会直接实施临时救助，做到发现困难立

即救助。对遭遇重大生活困难的，可采取一事一议方式提高救助额

度。临时救助资金要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加大临时救助资金投入力

度，足额保障所需资金。 

（二）落实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提升照料服务 

1.放宽特困人员认定条件。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覆盖的未成年

人年龄从 16 周岁延长至 18 周岁。 

2.将有集中供养意愿的特困人员全部纳入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

养。严格落实供养服务机构服务保障、安全管理等规定，不断提高

集中供养服务质量。 

3.加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确定

照料服务人，提供日常照料和住院陪护等服务，确保“平日有人照

应，生病有人看护”。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照料服务人可以是其亲

友或居（村）委会、供养服务机构、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等。街道、乡镇要与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人签订三方委托

照料服务协议，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和相关职责。督促照料护理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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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履行委托照料护理协议，全面落实各项照料服务，照顾好特困人

员日常生活。建立健全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定期探访报告机制，了解

疫情对特困人员生活的影响，重点跟踪关注高龄、重度残疾等生活

不能自理特困人员，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三）优化社会救助工作流程，提高服务能力 

1.简化优化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性贫困家

庭生活救助和临时救助的审核、审批工作流程，有条件的及时纳入

全市“一网通办”，便利困难群众申请。简化申请材料，凡是可以

通过电子证照库等信息共享交换途径获取的，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

科学调整入户调查、民主评议和公示等形式，对没有争议的救助申

请，可不再进行民主评议。 

2.强化主动发现机制，运用信息化手段推进“政策找人”，借

助民生大数据平台，主动寻找和智能发现潜在困难对象，符合条件

的及时给予救助，确保兜底保障“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3.组建街道、乡镇社区救助顾问队伍，引导社区志愿者、专业

社工投入社区救助顾问服务，为困难群众申请救助提供就近便利的

政策宣传、支持引导服务以及能力提升、心理疏导、社会支持等服

务。 

三、加强组织领导，扎实推进工作 

各区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属地责任，强化资金保障，统筹使

用好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和市、区两级财政安排的资金，

扎实做好低保、临时救助和特困供养人员的救助工作，坚决守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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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底线，防止发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加强部门衔接配合，

及时比对核实失业保险、失业登记等相关信息，精准认定重残人员

和重病患者。强化资金监管，全面推广应用上海市民政资金内控监

管平台。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激励

基层干部担当作为。 

本通知自 2021 年 3 月 1 日实施，有效期至 2026 年 2 月 28 日。 

 

 

上 海 市 民 政 局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2021 年 1 月 8 日 

(此文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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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上海市居民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上海市社会救助事务中心）、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 
  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28 日印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