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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
国务院 |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从总体要求、

完善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制度、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基层法治和德

治建设、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加强组织保障等 7个方面，就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提出意见。

《意见》明确，力争用 5年左右时间，建立起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

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健全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基层治

理机制，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机制全面完善，基层政权坚强有力，基层群众自治充满活力，基层公共服务精准高效，党的执政基础更加

坚实，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在此基础上，力争再用 10年时间，基本实现基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基层治理制度优势充分展现。

民政部 | 民政部制定《2021 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方案》

为加强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的示范引领，提升项目管理规范化

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率，根据《财政部民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2〕138号），民政部制定了《2021 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

项目实施方案》。项目通过竞争选择、优中选优方式，资助全国性社会组织、有较大影响力的地方性社会

组织在相关重点地区开展社会服务。项目通过信息系统申报，其中，B类项目由全国性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

部申报，项目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1年 7月 31日；A、C、D类项目由地方性社会组织向项目实施地的省级

民政部门申报，经实施地省级民政部门接收申报材料并组织评审后上报，上报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8月 10

日。项目实施地省级民政部门对照项目实施方案，认真组织相应项目申报。要严格把关项目内容，做到业

务领域精准、资金使用精准、配套保障精准。要严格组织项目评审，履行“三重一大”程序，加强过程指导管

理，确保项目质量效益。符合申报条件的社会组织结合组织章程与自身优势，积极参与项目申报。要量力

而行、尽力而为，对照项目实施方案，认真谋划，科学设计，确保项目可行性。获得立项的社会组织要严

字当头、干字托底，规范、高效、透明执行项目，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

积极贡献。

社会救助
福建省 | 困难群众“漏保”“漏救”点题整治现场推进会暨社会救助业务培训班在宁德市举办

7月 7日至 9日，福建省困难群众“漏保”“漏救”点题整治现场推进会暨社会救助业务培训班在宁德市举

行。陈兆文组长要求各地要围绕点题整治“群众点题、部门答题、纪委监督、社会评价”总体思路，切实解决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5317646522834236&wfr=spider&for=pc
http://www.mca.gov.cn/article/xw/tzgg/202107/20210700035349.shtml
https://www.sohu.com/a/477264711_121106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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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思想认识、工作作风、履职担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加强整改落实，防止出现“漏保”“漏救”情况。

此次会议不仅专题解读了新阶段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特困供养、临时救助

等政策，还就“漏保”“漏救”点题整治及新阶段社会救助工作进行分组讨论。宁德市民政局、晋江市民政局作

典型经验交流发言，厦门市民政局和泉港区民政局作书面交流。

广东省 | 广东省民政厅在“粤省事”小程序上线“救助自诊”服务

为有效疏解困难群众申请救助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广东省在“粤省事”小程序上线了“救助自诊”

服务。在“粤省事”小程序上，困难群众只需通过手机输入户籍地、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数、家庭月收入及资

产信息、家庭结构、生活状况等信息，由系统后台计算分析家庭基本情况和经济状况条件，一键即可初步

了解其是否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并进行救助申请或其他事务办理申请。

此外，“智慧救助惠民生”行动还发动全省民政系统党员、干部以及“双百工程”社工力量对低保对象、特

困人员等困难群众开展全面入户核查，深入困难群众家中摸清底数、查清情况、说清政策，并对重病、重

残人员以及生活困难的退役军人、老党员、烈士遗属等特殊困难群众实施结对帮扶，提供“送政策、送温暖、

送帮助”服务，帮助他们协调解决实际问题。

内蒙古 | 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成果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实施
方案》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兜底保

障成果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实施方案》，从保持过渡期内社会救助兜底政策总体稳定、

健全低保对象动态管理机制、建立完善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完善主动发现快速响应机制、健全

低收入人口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机制、创新发展急难社会救助、积极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统筹发展城乡社

会救助制度等八个方面细化任务措施，旨在扎实深入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兜底

保障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应兜尽兜，不断增强困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养老服务
湖南省 | 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湖南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兜底保障，在每个县建成 1所县级失能照

护服务机构、2至 4所区域性中心敬老院，确保生活不能自理和有集中供养意愿的特困人员全部集中供养。

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加强街道综合养老中心、社区日间照料机构等设施建设，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信息

平台，打造 15分钟便民养老服务圈。补齐农村养老短板，推进农村敬老院改造升级，支持互助养老服务设

施建设，综合解决农村老人助餐助医、委托照料等问题。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培训 10万名养老护理员，探

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充分利用湖南资源优势，引导国资国企、民间资本等社会力量参与，培育发展

新型养老产业集团，打造幸福养老新高地。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5217961194573091&wfr=spider&for=pc
http://www.mca.gov.cn/article/xw/dfdt/202107/20210700035358.shtml
http://www.mca.gov.cn/article/xw/dfdt/202107/20210700035358.shtml
https://new.qq.com/rain/a/20210709A05LYP00


3

黑龙江省 | 印发《黑龙江省高龄老人津贴发放管理办法》

近日，黑龙江省民政厅、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卫健委联合印发《黑龙江省高龄老人津贴发放管理

办法》（黑民规〔2021〕6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融入大数据比对技术，

为老年人主动服务、贴心服务、精准服务。

本次印发实施的《管理办法》对高龄老人津贴制度进行了两个方面优化和完善：

通过流程再造进一步简化了办理程序。《管理办法》明确，80-89周岁及以上的低保、低保边缘家庭中

的高龄老人，由乡镇（街道）通过民政部门社会救助信息系统进行数据比对，识别老人信息，报县（市、

区）民政部门备案并列入发放范围；90周岁及以上的非低保、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高龄老人，由户籍所在地

的村（居）委会对高龄老人本人身份信息进行核实，乡镇（街道）复核、备案老人信息，符合条件的报县

（市、区）民政部门列入发放范围。

通过数据共享提升了办理业务便捷度。《管理办法》规定，高龄津贴办理业务通过部门间数据共享，

利用信息化手段通过大数据“找人”，由工作人员提前比对，导入高龄老人信息，重塑优化办理流程，免去老

人“跑腿”负担。改变以往需提交申请材料，经村（居）委会调查核实、乡镇（街道）审核、县（市、区）民

政部门审批、市（地）民政部门备案的复杂程序，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

河北省 | 印发《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为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日前，河北省政府印发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明确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优化市场环境，健全监管机制，补齐发展短板，提升服务水平，构建养老托育

公共服务体系。

意见提出统筹推进城乡养老托育发展。综合利用社区服务中心（站）及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公共服务资

源，拓展婴幼儿照护服务功能。支持农村社区新建或利用闲置公共服务设施改扩建养老托育服务设施。增

加城市养老服务供给，到 2025 年，新建社区日间照料服务机构 2000个以上，覆盖率达到 100%，构建城市

地区“十五分钟”养老服务圈。同时，提高人才要素供给能力。支持养老机构负责人、养老托育培训师进入高

职院校进修，加强养老托育从业人员岗前和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将婴幼儿保教师纳入急需紧缺职业开展职

业培训。到 2022年，培养培训 1000名养老院院长、8万名养老护理人员、5800 名专兼职老年社会工作者。

儿童福利与保护
内蒙古 | 印发《关于实施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政策的意见》

近日，自治区教育厅、财政厅、民政厅、扶贫办（乡村振兴局）印发了《关于实施普通高校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政策的意见》，自治区低保家庭子女、孤儿和建档立卡家庭子女可享受普通高校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向当地教育部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出资助申请，教育部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及时

https://www.sohu.com/a/477202923_12016214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5226778803459307&wfr=spider&for=pc
https://kuaibao.qq.com/s/20210709A02KKS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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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受理并初审通过的拟享受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政策学生相关信息进行分类，并按类别提

供给当地民政、扶贫部门；民政、扶贫部门根据教育部门提供的信息，对普通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

否符合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孤儿和建档立卡家庭子女资格进行审核；教育部门根据民政、扶贫部门的审核

结果，确认当年享受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政策的学生名单。此次资助标准为，录取到普通

高校本科类（含预科生）从录取当年开始资助，每学年资助 6000元，累计资助不超过 24000 元；录取到普

通高职高专或高职高专类（含预科生）从录取当年开始资助，每学年资助 6000元，累计资助不超过 18000

元。

江苏省 | 全省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转型发展工作座谈会在连云港召开

7月 14日，江苏省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转型发展工作座谈会在连云港召开。会议强调，要抓好儿

童福利院、未保机构、未成年人救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健全体制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明晰权责

关系，加强信息化建设，强化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儿童福利机构保障保护能力。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科

学决策，注重矛盾化解，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奋力谱写全省儿童福利

工作新篇章。

基层政权与社区治理
京津冀 | 京津冀三地民政部门共同签署《京津冀城乡社区治理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京津冀民政事业协同发展第五次联席会议在天津召开，三地民政部门在会上共同签署《京津冀民政事

业协同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明确将在养老服务、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干部人才交流等重

点领域持续推进协同发展。依据行动计划，三地将协同推进养老服务向环京周边地区延伸。出台落实北京

养老项目向廊坊市北三县等环京周边地区延伸布局鼓励政策，在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运营补贴等方面加大

支持力度。积极支持国有企业、社会资本通过建设、收购、合作、改造等多种方式，在环京周边地区建设

运营养老机构，增加区域养老服务市定点公办养老机构实践交流，加强两地政策学习、经验分享；推动跨

区域购买养老服务合作，研究制定北京市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指导性目录、服务标准，完善政府购买养老服

务机制，改进购买服务的方式方法，拓展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领域和范围，进一步深化跨区域购买养老服

务合作。

重庆市 | 解决居民日常生活问题，力争 2021 年建设智慧小区 120 个

近年来，重庆大力推动“智造重镇、智慧名城”建设。制造领域，智慧工厂、智能化车间层出不穷；生活

领域，智慧社区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日前，重庆市大数据发展局会同重庆市民政局联合征集关于社区的

智能化创新应用项目，报名者涉及的智慧应用场景达到 160多个，最后 53个智慧社区脱颖而出。

市大数据发展局应用推广处处长表示此次遴选就是希望进一步加快智慧社区建设，为市民提供线上线

下融合的社区生活、社区治理、社区节能等服务。基层治理正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发力点，通过智慧社区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359027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5327246016199348&wfr=spider&for=pc
https://i.ifeng.com/c/87tGgMh6K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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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可以利用好科技手段强化基层治理，重庆的目标是力争 2021年建设智慧小区 120个。下一步，重庆

市将对这一批智慧社区择优进行专项资金扶持以及在智博会等平台进行集中展示，并在后期全力支持其申

报国家级示范社区，推动全市建设更多智慧共享、绿色集约、和睦共治的智慧社区。

社会事务
江苏省 | 真金白银提高残疾人护理补贴

江苏省定城镇和农村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 130元、90元以上。目前，江苏省

13个设区市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提标工作全部完成。南京、无锡、苏州、淮安、镇江等市实现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城乡一体化，且超过省定标准。此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也随着低保标准调整相

应提高。蒋同进介绍，2021 年省级财政预计下拨 9.66 亿元用于“两项补贴”，惠及困难残疾人约 67万人、

重度残疾人约 63万人。

上海市 | 打击整治非法殡仪服务、殡葬代理中介收费乱象等行为

为进一步有效解决上海殡葬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殡葬事中事后监管，自

2021年 4月至 10月，上海市、区两级民政部门在本市范围内开展“执法为民”打击整治殡葬领域非法违法活

动专项行动，联合有关部门在法律框架内重点整治非法殡仪服务、殡葬代理服务单位收费乱象等违法违规

行为。上海市民政局执法总队以问题为导向，结合殡葬查处典型案例，分析概括该类违法活动在执法实践

中所呈现的特点及查处要点，为一线执法人员提供直观易学的执法指引，着力提高临场办案能力，确保本

次执法专项行动取得实效。今年，上海市民政局“开展‘执法为民’打击整治殡葬领域非法违法活动专项行动”

被列为 2021年上海市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市级十大重点项目之一。

http://mzt.jiangsu.gov.cn/art/2021/7/12/art_55087_9877224.html
http://m.thepaper.cn/baijiahao_13545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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