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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南安市临时性救助项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简报）

一、项目整体评价概况

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建立科学、合理的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体系，根据《南安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2年度部门

整体支出及项目资金财政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南财〔2023〕147号》（南

财〔2023〕147号）及文件有关规定，泉州市启程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接受南

安市财政局委托，对南安市民政局 2022 年度临时救助项目专项资金 1333

万元实施绩效评价。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在收集、整理、汇总、分析相关绩效

评价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查账、实地调查等方式进行了解核实，对照评价指

标和标准进行评议与打分，形成《2022年度南安市临时救助项目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二、绩效综合评价结论及成效

1.绩效评价结论：2022年度南安市临时救助项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分值

100分，实际得分 85.9分,综合评价为“良”。

2.扣分项目：绩效指标明确性扣 2分，管理制度健全性扣 1分，绩效自

评合规性扣 1分，下拨乡镇资金使用率扣 2.1分，

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扣 1分，救助方式多样性扣 1分，临时救助资金发放

率及时性扣 1分，申请与审批流程效率扣 2分，政策知晓率扣 2分，救助对

象满意度扣 1分，共计扣 14.1分。

3.主要成效：一是常态化宣传社会救助政策。深入开展社会救助政策宣

讲进村（居）活动，我局印发《社会救助申办指引》宣传海报 10000份，编



印《社会救助政策解读》宣传单，分发到各村（社区）进行张贴宣传，统一

制作宣讲 PPT，并组织宣讲小分队到进入社区进行政策宣讲与解读，同时结

合“理响武荣”、“八闽点睛行动”和“福蕾行动”，安排工作人员做好现

场宣讲与指导，提高群众对社会救助政策的知晓率，同时，组织对乡镇（街

道）、村（社区）社会救助经办人员进行培训，举行社会救助知识竞赛，提

高基层经办人员服务困难群众的能力。二是加强疫情期间社会救助工作，疫

情期间，对受疫情影响低保对象执行 12个月渐退期等政策,通过微信、电话、

入户走访等方式排查困难群众，充分掌握各村（居）低保、特困人员等救助

对象的家庭生活及身体健康状况，及时将受疫情影响、符合条件的城乡困难

群众纳入保障范围，加强对分散供养特困等对象巡访关爱服务，指导有关乡

镇（街道）依托社工站、志愿者团队成立失能半失能老弱病残人员工作专班，

建立每日巡访制度，积极落实“物资+服务”保障，及时下达乡镇临时救助

备用金，采取先行救助，后补手续，取消户籍地限制，以居住地申请等措施

灵活救助，做到有难必帮，有困必救。疫情期间摸排群众 11603人，开展救

助 2163 户次(6290 人次)，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565.54 万元，为 2368 户困难

群众发放 6123件生活必需品和防疫物资。三是抓好便民惠民工作，做好救

助信息公开公示，全力推进“一件事”服务改革。实施临时救助乡镇（街道）

备用金制度，及时下拨备用金，救助金额在 3000元以下，由乡镇（街道）

审核发放，方便困难群众求助。

三、存在的问题

(一）绩效目标设置需进一步完善

临时救助绩效指标内容设置不全面，缺乏可以量化的绩效目标。如，数



量指标的三级指标“特困人员数量”目标值为“应养尽养”没有对绩效指标

进行细化和量化，绩效目标未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二）救助对象动态更新有待进一步加强

2022年受疫情影响，基层经办人员工作量大，工作节奏有时不能及时

跟上救助对象的动态变化，处于边缘的救助对象，部分群众对政策不了解情

况下，容易造成“漏保”和“错保”。

（三）临时救助的方式过于单一

临时救助方式包括现金救助、实物救助以及提供转介服务。通过实地调

研的数据发现，南安市民政局多年来临时救助方式一直以现金救助进行，并

不涉及实物救助和提供转介服务，因近年来发生疫情才有提供物资救助服务。

2022年疫情期间为 2368户困难群众发放 6123件生活必需品和防疫物资，

但缺乏社会力量参与，未提供转介服务。单一的现金救助，只能起到暂时地

缓解性地解决，救助对象所需要的不仅是经济方面的救助，还可能包括医疗

服务、住房、教育、提供就业机会等方面的救助，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救助对

象的生活困难。

（四）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有待进一步加强

救助工作政策性强，政策宣传欠深入，群众对社会救助政策了解、认识

不足，有部分困难群众反映不太清楚申请救助的条件和程序。一方面对于具

体救助政策的宣传不到位，使得困难群众遭遇困难只知道应该找政府求助而

不知道自身的情况具体适用哪项救助政策；另一方面有救助需求的贫困群体

本身的能力有限，一般文化程度偏低，对于具体的政策规定他们理解起来非

常吃力。访谈中很多救助对象都表示自己不了解临时救助政策，甚至存在已



经享受了临时救助金却未听说过临时救助这项政策的情况。困难群体对临时

救助政策及其申请程序了解不足，导致他们在遭遇突发性和临时性困难时，

即使符合临时救助条件也未能及时申请。

四、提出建议

（一）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水平

进一步研究科学合理的绩效指标体系，通过定性和定量的指标将绩效指

标目标具体化，通过获取具有针对性的绩效目标值。建议南安市民政局在设

置绩效指标时应符合相关政策要求，设置的指标需指向明确，细化、合理可

行，相应匹配。

（二）开展困难群众排查和救助保障工作

建议组织开展困难群众“漏保”和“错保”问题整治和巩固提升活动，

实行部门数据共享，从同级的人社、信访、医保、残联等部门获取相关数据

进行比对，把结果发到各乡镇（街道）进行入户排查，摸清困难群众实际需

求，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予以救助。

（三）充分运用转介服务机制，促进专业服务联动互补

建议对给予临时救助金、实物救助后，仍不能解决临时救助对象困难的，

充分运用转介服务机制，促进专业服务联动互补。对符合低保或医疗、教育、

住房、就业等专项救助条件的，协助其申请相应的专项救助。可通过公益慈

善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以慈善项目、发动社会募捐、提供专业服务、

志愿服务等形式给予帮扶。

（四）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多种途径进行政策宣传

在宣传方面，建议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广泛宣传。可以利用媒体渠道，如



电视、广播、报纸等，发布相关政策信息和案例分析，让群众了解到社会救

助政策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情况。同时，还可借助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开

设专题页面或账号，定期发布相关资讯、政策解读、常见问题解答等内容，

方便群众随时获取信息并提出疑问。此外，还可以组织一些宣传活动，如座

谈会、讲座等形式，邀请专家学者或相关部门人员进行现场解读，并与群众

进行互动交流。通过招募、培训志愿者，组织他们深入社区、村庄开展宣传

活动和义务咨询服务，将政策信息传递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并协助他们顺利

申请救助。

泉州市启程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2023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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