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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至上，确保生活

保障基本生活需要，兼顾衣被、取暖、住房、就医、就学等

其他实际困难，确保受灾困难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能

取暖、有房住，基本生活不出问题。

（二）专款专用、程序规范

各级要坚持“专款专用、无偿使用，分级管理、分级负担”

的原则，优先安排落实本级冬春救助资金，切实加强冬春救助资

金使用管理。主动公开信息，自觉接受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的

监督，确保救助资金安全运行。

冬春救灾资金发放，原则上采用“一卡通”方式，注明“冬

春救助”字样，并发送打款提示信息；个别特殊群体可根据实际

情况发放现金。确需实物救助的，要按照相关规定提早组织采购，

保证物资质量。所采购的物资要及时发放给救助对象，不得存储、

滞留。要组织做好资金、物资发放情况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三）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各级在救助资金使用过程，严格专款专用、重点使用，严禁

资金截留；严格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严禁“暗箱操作”；严格

救助对象，突出重点，严禁“平均主义”救助；加快资金下拨，

注重时效，严禁“梗塞迟缓”；严格监督检查,完善措施，严禁

随意发放。应急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对救助资金分配、救助对

象选定程序、管理使用情况及时检查并通报，确保资金依法、依

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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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救助对象

救助对象范围是全市行政区域内，因今年遭受自然灾害造成

今年冬令或明年春荒期间基本生活困难，需生活救助的受灾人

员。救助对象必须是受灾人员，且要通过“户报、村评、乡审、

县定”四个步骤确定，要按照民主评议、登记造册、张榜公布、

公开发放的工作规程，对已确定的救助对象实施救助。对倒房重

建户、受灾的农作物绝收户和受灾的优抚对象、低保对象、分散

供养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支出型困难家庭、防止返贫监测

对象、散居孤儿、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特殊困难人员

要给予重点救助，本人办理申请手续困难的，各地应主动将其列

为救助对象，主动开展救助工作。冬春救助时段为 2023 年的 12

月至 2024 年 5 月，共计 6 个月。

四、救助标准

县（区）应急管理部门要商本级财政部门按照省制定的“人

均不低于 100 元不高于 300 元且户均不高于 2000 元”指导标准，

按照“分类救助、重点救助、精准救助”原则，在前期摸排划分

确定各类需救助对象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善救助标准，明确

分类救助措施，对受灾困难群众针对性进行分档救助，精准精细

救助。要结合冬春救助款物总量、受灾人员困难程度、需救助总

人数等因素，因地制宜确定救助具体标准，对受灾特殊群体的救

助，要注明实际情况，视情提高救助标准。

五、检查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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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应急管理局要指导督促各乡镇扎实做好冬春救助和

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工作，要及时公布冬春救助政策、款物分配使

用、工作措施等有关情况，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增强工作透明度，

提高政府公信力。要积极配合审计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等监督检

查，严肃惩处违法违规行为。市应急管理局将联合有关部门成立

冬春救助资金管理使用调研指导组（以下简称调研指导组），深

入基层开展检查督导，让冬春救助政策落实落地，让受灾群众切

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第一阶段：春节前（2023 年 9 月 27 日-2024 年 2 月 8 日），

督导检查救助对象确定、资金和物资发放进度。市调研指导组通

过听取汇报、实地调研、电话抽查等形式对各县区进行督导检查，

并建立冬春救助日报告工作制度。各乡镇要把各村公示时间在公

示前 1 天内报送给各县区应急局，县区督导组要采取暗访形式抽

查不少于 30%的行政村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和结果每日报市调研

指导组。确保在春节前将冬春救助资金发放到受灾困难群众手

中。对于救助工作推进缓慢、资金和物资发放滞后的县区将重点

督办。

第二阶段：春节后至 5 月中旬，深入核查资金发放情况。市

调研指导组将采取县区全覆盖、乡镇抽查、入户调查的形式，深

入到每个县区、重点乡镇、个别农户进行调研，重点检查县区是

否全程跟进，检查指导乡镇、村开展救助工作，并详细掌握救助

情况；乡镇是否指导受灾村两委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消除群众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