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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财政投入撬动社会资金不断加大

特特困困家家庭庭救救助助基基金金达达到到11220000万万

特困家庭再救助
多了一张“保障网”

去年春天，卢树仙时常感觉
腹部疼痛，住进镇卫生院治疗后
却总是时好时犯。医生善意地提
醒她到大医院查查，于是卢树仙
到山东省肿瘤医院，结果确诊为
肺癌卵巢癌转移。在家人的百般
劝说下，卢树仙狠狠心选择了住
院治疗，短短一年时间就花掉了
近16万元。正当卢树仙陷入因病
致贫的绝望中时，无棣县的一项
创新救助机制，让她重新燃起了
生活的希望。

2013年8月，无棣县在全国
率先设立特困家庭救助基金，对
特困家庭在享受各类保险、救助
政策之后，再进行专项救助，全
面保障特困家庭的基本生活。根
据新农合、大病保险政策，卢树
仙报销了10多万元的医疗费用
后，又递交了特困家庭救助基金
申请，很快就获得了9000元的特
困救助金，解了燃眉之急。

“近年来，低保、新农合等保
障制度不断提标扩面。但是，我
们发现，少数家庭由于大病、天
灾、事故等原因致贫、返贫，在落
实各类保险、救助政策后，基本
生活仍然难以为继。如何破解这

一难题呢？我们的做法是，设立
特困家庭救助基金，对其进行再
救助。”无棣县委书记李恩波说。

撬动社会资金投入
小财政办出大民生

据了解，民生工作量大面
广，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缺乏
投入资金往往是最大的制约瓶
颈。无棣县在开展特困家庭救助
的过程中，延续了之前成为全国
六个校车试点县市、在山东省率
先实现乡镇卫生院住院“全报
销”等民生工作中的一贯思路，
充分发挥财政投入的导向作用，
用200万元的财政资金撬动了
1200万元的社会资金，实现了小
财政办出大民生的良好效果。

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的原则，该县筹集设立原始基
金。县财政出资200万元，并建立
每年递增100万元的制度，列入
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在圆满完成

“关爱五保老人三年集中行动”
后，将无棣乡贤发起设立的贻成
基金结余的500万元全部划转到
特困家庭救助基金。与“慈心一
日捐”等慈善工作相结合，广泛
动员社会各界，开展对特困家庭
的定向捐助活动，筹集资金500
万元。众人拾柴火焰高。目前，特

困家庭救助基金规模已达1200
万元。随着财政投入的不断加大
和社会各界的深度参与，到2016
年初，基金规模将达到2000万
元，并确保以后每年初保持在
2000万元以上。

设立救助对象评委会
发放给最需要的人

据介绍，县委县政府成立了
由县长任组长的特困家庭救助
基金管理使用领导小组和办公
室，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将救助
对象设定为因大病、天灾、事故、
上学等原因致使家庭支出大、负
债多，在落实各类保险、救助政
策后，基本生活仍然难以为继的
群众。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救助，

根据每个特困家庭在享受各类
保险、救助政策后，与维持基本
生活水平相差部分予以救助。家
庭成员患重大疾病，在享受各类
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后，自负合
规医疗费用在3万元以上、基本
生活难以为继的，超出3万元部
分，分别按3000元、超出部分的
30%-60%等不同标准救助；因遭
受重大人身意外伤害、突发性灾
害及学生入学缴纳学费导致基
本生活难以为继的，视情一次性
救助2000-20000元；特困家庭享
受城乡低保后，人均基本生活费
仍低于每天10元的，补助至10元
以上。

为确保基金真正用到特困
家庭身上，该县设立救助对象评

委会，专门负责救助对象和救助
标准评审工作，全程公开透明操
作。救助资金发放后，由领导小
组办公室组织调查回访，建立特
困家庭救助档案。如救助对象获
得救助后，又遭遇特殊情况，可
及时提高救助标准，确保维持其
基本生活水平。

首批救助对象自2013年9月
份开始评审，截至目前，共为三
批 2 5户特困家庭发放救助金
51 . 8万元，包括重大疾病致贫24
户、车祸灾害1户。同时，全面启
动了后续的调查回访，被救助对
象的基本生活均得到了有效保
障，满意度达100%。目前，第四批
特困救助家庭的申报工作正在
进行中。

“好事都让俺赶上了，起先是享受新农合、大病保险等政
策，现在县里又设立特困家庭救助基金，一共给俺补助了11
万多，真是救了我的命啊！”说起无棣县设立特困家庭救助基
金，小泊头镇南高村村民、现年47岁的卢树仙非常激动。

文/片 本报记者 朱伟健 本报通讯员 徐志磊 马荣振

无无棣棣县县特特困困家家庭庭救救助助基基金金发发放放仪仪式式。。 ((资资料料图图))


	U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