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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民政局
关于进一步完善临时救助工作的指导意见

渝民发〔2017〕60 号

各区县（自治县）民政局、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万盛经开区民

政局：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临时救助工作，2017 年 7 月 19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临时救助工作，要求深入实施临时救助

制度，以更有效的救急难措施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坚决防止

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屡屡发生。为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关于

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国发〔2014〕47号）和市政府

《关于进一步健全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渝府发〔2015〕16号）

精神，进一步明确救助对象分类、规范救助标准，强化救助管理，

更好地解决群众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问题，现

就进一步完善临时救助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明确临时救助对象分类

凡符合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渝府

发〔2015〕16号）规定的，具有本市户籍或实际居住生活在本市

境内的居民，因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

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

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均可申请临

时救助。

为确保救助更精准，根据家庭收入状况和自救能力，将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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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分为四类：

A 类：特困人员、孤儿；

B 类：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C 类：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城乡低保标准 2 倍（含 2 倍）的低

收入家庭或个人；

D 类：其他家庭或个人。

二、明确临时救助标准

根据市政府关于“实施临时救助时，要着眼于解决救助对象

基本生活困难、摆脱临时困境、保障基本生活权益，充分考虑各

种赔偿补偿、保险支付、社会救助和社会帮扶等因素，合理确定

救助标准”的要求，以及民政部关于制定出台临时救助标准的要

求，各区县（自治县）要参照以下临时救助标准，根据不同的困

难类型和困难程度合理确定。

（一）医疗困难临时救助

申请时，1 年内因家庭成员或个人身患重特大疾病或慢性病

导致医疗支出过大，在获得各类赔偿补偿、保险支付、社会救助

和社会帮扶后仍难以维持，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暂无自

救能力的，分别按以下标准给予救助：

1.重特大疾病救助。A 类人员自付费用（指扣除各类赔偿补

偿、保险支付、社会救助和社会帮扶后，家庭或个人承担的费用，

下同）达到 300元，超过部分给予不低于 90%的救助，封顶线 50000

元；B类家庭或个人自付费用达到 3000元，超过部分给予 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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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救助，封顶线 40000 元；C 类家庭或个人自付费用达到 20000

元，超过部分按自付费用的 30—50%给予救助，封顶线 30000元；

D 类家庭或个人由各区县（自治县）视情确定。

2.长期维持基本医疗救助。除前款外，因身患重特大慢性疾

病，需要长期维持院外治疗的，A、B 类家庭或个人每年按城市低

保标准给予患者本人不超过 12个月的救助；C 类家庭或个人每年

按城市低保标准给予患者本人不超过 6 个月的救助。

（二）重特大灾（伤）害临时救助

申请时，因家庭或个人遭受重特大灾害、重特大交通事故等

意外事件，造成重大人身灾害伤害或重大财产损失，导致基本生

活出现严重困难且难以为继，需特别救助的，A 类人员按城市低

保标准给予不超过 36 个月的救助；B 类家庭或个人按城市低保标

准给予不超过 18个月的救助；C 类家庭或个人按城市低保标准给

予不超过 6 个月的救助；D 类家庭或个人由各区县（自治县）视

情确定。

（三）就学困难临时救助

家庭成员或个人接受非义务教育，生活必需支出增加，超出

家庭或个人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且难以为

继的，A、B 类家庭成员或个人被全日制普通高校录取并就读的当

年给予不低于 5000 元的临时救助（含重庆市民政惠民济困补充商

业保险等专项救助），在读期间根据家庭困难程度酌情给予救助；

C 类家庭成员或个人由各区县（自治县）视情确定。



— 4—

上述救助确需超过救助封顶线才能解决基本生活困难的，各

区县（自治县）民政局应报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按相关程序

审批，但救助额不得超过该类救助封顶线的 3 倍。

各区县（自治县）应根据以上指导标准对本地临时救助标准

进行调整和细化，并报市民政局。因其他特殊原因需要给予临时

救助的，由各区县（自治县）视情况确定。要综合考虑全市困难

家庭大学生资助政策，防止重复资助。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能力建设。各区县（自治县）要进一步加强临时

救助工作力量建设，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

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支持和引导公益慈善组织、企事

业单位和志愿者在对象发现、专业服务、社会募捐、承接政府转

介服务等方面积极作为。

（二）加强制度建设。各区县（自治县）要健全“一门受理、

协同办理”机制，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要结合本

地实际，完善辖区内临时救助的实施细则，做到有范围、有类型、

有标准、有程序、有规范，实现应救必救、公开透明、公平公正。

要加强临时救助与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支出型贫困等

其他救助政策之间的衔接，认真研究制定临时救助与其他救助政

策在操作层面上进行对接的措施和办法，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救

助的兜底保障作用。

（三）加强资金管理。各区县（自治县）要切实做好临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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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资金筹集工作，用好中央和市级下拨的临时救助资金，并通过

一般公共预算、福彩公益金、社会捐赠等多渠道筹集临时救助资

金，落实 2017 年 7 月 1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政府对临时救助的

投入只增不减”的要求，稳步扩充资金总量。原则上临时救助金

采取打卡直接发放，并履行签字手续。

（四）严格审核审批。各区县（自治县）要树立临时救助资

金是“救命钱”、“高压线”的意识，进一步完善审核审批程序，

确保救助精准及时。要建立审批专家库，引入党代表、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等参与集体审批。要加大公示力度，探索实施大额救助

网上公示，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大额临时救助，应报区县（自治

县）人民政府或分管领导同意。

（五）加强系统管理。各区县（自治县）要全面推进网上申

请审批，通过临时救助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受助人员家庭经济状况、

困难情形和救助情况信息化管理，做到申请要素齐，审批手续全，

救助情况清，数据统计准，确保申请简便，审核及时，审批透明，

救助精准。

重庆市民政局

2017 年 9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