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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江西省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赣财

社〔2020〕40 号）、《江西省临时救助实施办法》（赣民发〔2022〕

1 号）、《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困境儿童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洪府厅发〔2018〕172 号）等精神，2022

年 6 月 2 日，南昌市制定出台《南昌市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洪财社〔2022〕5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市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南昌市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主要用于

补助全市各县（区）开展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低保”）、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孤儿、

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等。

2022 年度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预算安排 96762.81 万

元，其中:上年结转 6093.26 万元;中央财政安排 38266 万元;

省级财政安排 17803 万元;市、县财政配套 34600.55 万元。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共计支出

93800.88 万元，支出率达 96.94%。

二、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该项目在扶持低保人员、特困人员、流浪乞讨人员、孤

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弱势群体方

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在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方面

仍存在一定问题。评价小组根据既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资料整理、档案查阅、数据分析、现场调研等方式，对

该项目进行综合评价，最终评价得分为 80.03 分，评价等级

为“良”。

三、主要问题与相关建议

（一）主要问题

1.市级民政部门部分项目管理不规范。一是个别项目资

金发放标准存在偏差，孤儿补贴超额发放 10252 元；二是政

府采购管理规范性欠缺。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服务采购项目未

按照评标结果确认排名第一的为中标候选人并签订采购合

同，未与中标机构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

同，未邀请服务对象参与验收并出具意见,且验收结果公示

未见证明材料，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合同公示。

2.区级民政部门部分项目动态管理不到位。部分县区民

政部门对新增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特困人员，未在确认决

定作出之日起的 90 天内按照不低于 50%的比例开展抽查，实

地调查比例也未达到 30%”。

3.部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未严格履行工作职

责，管理上存在缺位。一是申请上，增加审核程序和证明材

料；二是程序上，信息填写不够完整、认定不够准确、受理

方式不够完善；三是时间上，审批时限存在滞后、资金发放

不够及时；四是管理上，动态管理亟待优化、档案管理亟待

强化。

4.部分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审核管理上存在越位。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负责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做好社会救助相关工作，但实际工作中，变成具体承担社

会救助具体实施责任，由“辅助者”变成“执行者”。

（二）有关建议。

1.优化管理手段，加大宣传培训力度。市民政部门作为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项目的市级业务主管部门，一是加强绩效

管理；二是开展定期调研；三是加大宣传力度；四是强化培

训力度。

2.完善抽查机制，注重业务监督指导。县区民政部门作

为履行本区域内困难群众救助补助项目的监管责任主体。一

是建立健全抽查复核机制；二是认真做好低保排查工作；三

是注重基层业务监督指导；四是强化系统信息核对管理。

3.规范业务流程，积极履行工作职责。乡镇、街道作为

本区域内困难救助补助项目的具体实施责任主体。一是合理

配备工作人员；二是全面规范业务流程；三是积极履行工作

职责；四是监督村级履职履责。

4.做好角色定位，提高群众服务意识。村民委员会、居

民委员会作为本区域内困难群众救助补助项目的协助机构。

一是做好角色定位；二是保持公平公正；三是加强业务宣传；

四是提高服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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