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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南 省 民 政 厅
云 南 省 财 政 厅

云民社救〔2017〕7号

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 2016 年
度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绩效评价

自评报告

民政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

根据《关于开展 2016 年度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绩效

评价工作的通知》（民办函〔2017〕48号）要求，云南省民

政厅、财政厅逐条对照绩效评价指标对我省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救助工作进行了自查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保障

（一）政策保障。一是加强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

策有效衔接，从 2016 年 4 月开始，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单

独或联合扶贫、卫计等部门先后出台 6个关于两项制度衔接、

文件



- 2 -

兜底保障的政策文件，并报经省政府后于 11 月印发了《云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政厅等部门关于做好农村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实施意见的通知》

（云政办发〔2016〕127号），对有效衔接的目标、任务、措

施和工作机制等进行了具体及明确。二是健全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出台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6〕73号）。三是加强

核对工作，出台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家庭

经济状况核对办法的通知》（云政发〔2015〕21号），对低保

申请家庭收入核查、财产认定办法作出具体规定。四是先后

与银监、公安、人社、统计等部门出台了四个部门开展信息

核对的政策依据，推进核对工作深入开展。五是省级部署开

展社会救助政策及成效宣传活动，印发《云南省社会救助政

策文件汇编》3000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手册》10000册。

由厅领导带队参加省广播电台“金色热线”直播，宣传政策

成效，解答群众问题；按照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定期在云南

民政门户网上公开社会救助工作总结、保障标准、资金支出、

救助人次及政策解读等。六是从 2014 年起，将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救助工作纳入省对各地党委及政府综合考评内容。从

2016年起，将兜底脱贫工作内容纳入《云南省贫困退出考核

实施细则》《脱贫攻坚行业部门考核办法》《云南省贫困县党

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办法》，并按

权重赋予相应分值，突出民政部门在脱贫攻坚中的基础性作



- 3 -

用。此项分值 9分，自评得分 9分。

（二）统筹资源。一是于 2014 年出台《云南省社会救

助实施办法》（云政发〔2014〕65号），其中包含住建、卫计、

教育等社会救助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职能分工，形成了统筹

社会救助资源、强化政策衔接的政策措施。二是在 2013 年

底建立省级社会救助联席会议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定期通

报、文件抄送、信息交流、召开会议、联合督查等形式充分

发挥社会救助职能作用。2016年在出台《云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及《云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政厅等部门关于做好农村最低

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实施意见的通知》时，

也多次会商交流，按程序征求了相关单位的意见。2016年 4

月、6月，民政联合财政、卫计开展了社会救助兜底脱贫及

临沧市边境一线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调研，研究制定

了相关政策措施。三是省级根据民政部、财政部要求，统筹

使用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资金，在云南省财政厅、省民政

厅《关于下达 2016 年第二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

金的通知》（云财社〔2016〕214号）中将三块资金合并下达，

并明确要求各州（市）结合本级财政安排资金和结余资金统

筹使用低保、特困人员供养和临时救助资金。调研起草并于

2017年 1月出台了《云南省社会救助资金统筹整合使用管理

暂行办法》（云财社〔2017〕2号），创新将城乡低保、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医疗救助、临时救助、孤儿生活保障、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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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讨人员救助等 6项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充分发挥资金使用

效益。四是全省 100%的乡镇（街道）均已设立了“一门受

理”窗口，实现办理流程和办理时限上墙，部分社区和村也

设立了“一门受理”窗口，让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

此项分值 9分，自评得分 9分。

（三）资金保障。2016年，中央预算安排我省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 882609 万元，省级预算安排资金

274534万元（含省级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

23823万元），州（市）和县级共配套 143231万元（含社会

救助工作经费 1641万元），各级财政部门均按照救助人数和

补助水平足额安排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资金，做到了应保

尽保。2016年，全省共支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

130.57亿元（其中城乡低保 118.60亿元、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7.18亿元、临时救助 4.79亿元）。从资金来源看，省级、州

（市）和县级三级资金共配套 417765 万元，加上上年结转

结余资金 26067 万元，共计 443832 万元，占全省资金总支

出的 34%。2016年，省级、州市和县级财政从预算安排的社

会救助工作经费中统筹安排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运转费

用。此项分值共 5分，因地方配套资金占全省资金总支出的

34%，扣减 1.32分，自评得分 3.68分。

（四）能力建设。一是做好政策培训。2016年，省级先

后举办 4 期政策培训班，分别是 3 月 8 日-10 日在昆明市禄

劝县举办的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政策衔接现场推进会，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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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14日在昆明市举办的两项制度衔接暨首批 12个脱贫摘

帽县政策培训班，9 月 20-22日在德宏州芒市举办了全省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和社会救助政策业务第一期培训班，11 月

15日-17日在红河州建水县举办了全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和

社会救助业务政策第二期培训班。二是于 2016年 11月出台

了《云南省民政厅关于民政部门购买社会救助服务的指导意

见》（云民社救〔2016〕24号），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办法

加强基层工作队伍建设，明确规定州市级按 5-10人配置工作

人员，县级按照每 1万名低保对象配备不少于 1名工作人员，

乡镇（街道）按照 800-1500名低保对象配备不少于 1名工作

人员，并计划建立村级社会救助协理员制度。三是在《云南

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

意见》中，明确了确保完全或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特困

人员优先到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的要求，并明确特困人员

服务机构服务人员原则上按照工作服务人员与特困供养人

员数量的 1:10比例配备，生活不能自理的失能、半失能特困

人员按 1:3比例配备。四是加快推进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服务

机构法人登记工作，截至 2016 年底，全省共有 522 所农村

敬老院完成法人登记，占比 75%。此项分值总分 4分，因敬

老院法人登记率未达到 80%或年增长 10%，扣减 0.5分，自

评得分 3.5分。

（五）信息化建设。2017年 2月底，省级核对信息平台

初步建成投入使用，全省 100%的县（市、区）均按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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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建立了和省级联网的核对平台，有序开展核对工作。

2016年以来，我省全面更新完善系统数据信息，对身份信息、

车辆情况、工商登记、社保缴费信息进行全面核查，实现了

和省扶贫信息系统的数据的定期比对和民政部信息系统的

联网，全省数据精准率大幅提高。据厅信息中心反馈的数据，

全省 100%的县（市、区）按月及时上传或更新低保等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救助数据。全省城乡低保数据量与民政统计台

账一致率达到 90%以上，居于全国前列。根据数据上传反馈

信息，全省所有的州（市）数据校验通过率均已达到 90%以

上，最高的临沧市达 99%。此项分值总分 3分，自评得分 3

分。

二、工作管理

（一）标准制定。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截至 2016

年底，我省城市低保平均保障标准达 442元/人.月（合 5304

元/人.年），占 2015 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7675 元

的 30.2%，与全国 27.8%的比例相差在 5个百分点内；全省

农村低保平均保障标准 2711元/人.年，占 2015 年全省农村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6830元的 39.7%，与全国 40.6%的比例相

差在 5个百分点内。通过省级统筹推进农村低保提标工作，

全省农村低保保障标准低于 2855元的县（市、区）有 81个，

比 2015 年的 108 个减少了 27 个。《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按

照基本生活和照料护理补贴两部分分类制定特困人员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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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标准，并在云财社〔2016〕214号中明确要求 2016年全

省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由原省级补助的 104 元/人.月提高

到集中供养的 500元/人.月，分散供养的 410元/人.月，并分

别对特困人员中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给予 70元/人.月、

40元/人.月的照料护理补贴。全省 100%的地区出台了临时救

助实施方案，各地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分类确定

了临时救助标准，严重困难的还可适当加大救助力度，提高

救助封顶线。此项分值总分 7分，自评得分 7分。

（二）对象管理。一是截至 2016年 12月底，全省共有

城市低保对象 89.92万人，占全省非农业人口 1268.9万人的

比例为 6.7%，与西部地区平均比例 5.6%相比相差在 2个百

分点以内。经与公安机关核实，民政部公布的数据中，我省

的城市人口数据较老，比目前实际人口少 515万人，致使公

布的数据中我省城市低保对象的比例位居全国第一，与实际

不符；全省共有农村低保对象 422.4 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

的比例为 11.1%，与西部地区平均比例 8%相比，相差在 5

个百分点内。二是《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云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实施意

见》《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实施意

见》《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

度的实施意见》中，均明确规定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申

请、民主评议、分级审核审批等对象认定程序和措施，动态

退出机制的措施，以法治引领社会救助规范化实施。三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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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民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办的要求，省民政厅、省扶贫办及时

下发排查通知，完成农村低保对象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摸

底排查工作，按时上报排查报告，并从 2016 年 7 月开始，

实现了省低保信息系统和扶贫信息系统的联网比对，对象均

核对到人，目前全省农村低保对象中有扶贫对象 112.8万人。

四是全省 100%的地区对低保对象的家庭成员、收入情况、

保障金额等进行长期公示。此项分值总分 8分，因农村低保

对象占农业人口的比例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超过

两个百分点，扣减 0.5分，自评得分 7.5分。

（三）资金执行。2016年，省级财政按照规定，按时在

中央资金下达后 30 日内将补助资金下达各州（市）。全省

100%的地区按时足额发放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金，无一例

因拖欠发放造成对象上访的情况。2015年底，全省有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救助资金滚存结余 11.5亿元，到 2016 年底，全

省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资金滚存结余为 9.38亿元，同比减

少 2.12 亿元，减幅为 18.5%。此项分值总分 10 分，因消化

结余资金未达 10亿元以上，扣减 1分，减幅未达 100%，按

比例扣减 2.5分，自评得分 6.5分。

（四）监督检查。从 2014 年开始，省民政厅、财政厅

连续两年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开展低

保等社会救助绩效评价工作，并根据工作职责建立了州市、

县和乡镇三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绩效评价结果与补助资金

及工作经费分配挂钩。省级按照规定及时报送了中央对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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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申报表。省级每年均落实社会救

助监督检查长效机制的要求，坚持每季度开展督查，做到随

查必问，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为年度重点工作评估项

目，并组织开展了 2016 年首批脱贫摘帽县兜底脱贫工作专

项督查。省级对审计、纪检等发现的问题以及专项治理、督

查等发现问题按要求整改，并下发了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

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

知》（云民社救〔2016〕21号），要求各地 100%进行整改落

实，并按时报送情况。截至目前，审计、督查等发现问题大

部分已整改完毕。2016年，我省未出现因错保、漏保等问题

被曝光的重大负面舆情，对部分群众上访及媒体报道事情及

时进行妥善处理。此项分值 5分，自评得分 5分。

三、工作效果

（一）对象准确率。经过多年的工作开展，目前我省城

乡低保对象和农村低保对象总数均居全国第一位，有效实现

了应保尽保。2016年对低保对象身份信息、车辆情况、工商

登记、社保缴费信息进行全面核查整治，对象准确率进一步

提高，全省基本无错保、漏保和“政策保”问题。此项分值

18分，自评得分 18分。

（二）救助有效性。全省所有的乡镇（街道）在 2015

年底均已设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窗口，实行首问负

责制，建立了主动发现、主动救助机制，救助对象能方便、

快捷的获得救助。2016年，全省低保资金实现了按月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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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救助资金及时发放，确保救助金及时便捷发放到困难群

众手中。乡镇（街道）严格按照《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

的规定，做到审核、审批、复核程序和责任主体合规，对象

动态管理、资金发放等工作规范。此项分值 12 分，自评得

分 12分。

（三）政策知晓率及社会满意率。2016年，我省采取有

力措施加强对基层经办人员业务培训，并在申请受理、调查

核查、评议公示等各个环节充分宣传解释政策规定，利用传

统媒体和新媒体等多种渠道，因地制宜开展政策宣传，提升

社会公众政策知晓率。经第三方中介机构实地调研及问卷调

查，我省政策知晓率和社会满意率较高，此两项分值 10分，

自评得分 10分。

四、工作创新

一是自 2014年起，建立了城乡低保两个“以奖代补”资金

机制，省级财政按本级安排城乡低保资金 10%的比例设立“以

奖代补”资金，“以奖代补”资金中安排 10%作为省级补助工作

经费，2014 年至 2016 年分别安排 2080 万、2849 万、2507

万元分拨至各州（市）、县（市、区），有力保障了工作的

开展。二是出台了《云南省社会救助资金统筹整合使用管理

暂行办法》（云财社〔2017〕2号），创新将城乡低保、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医疗救助、临时救助、孤儿生活保障、流

浪乞讨人员救助等 6项资金统筹整合使用，鼓励各地打破“撒

胡椒面”和“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的困局，集中财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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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救助、精准扶贫。《办法》的出台，是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必然要求，有利于进一步优化社会救助资金供给机

制，激发基层内生动力；有利于解决财政资金沉淀和滞留，

以及救助资金使用分散、“供需错配”等问题，同时也是切

实推进“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举措。三是从 2014 年开

始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开展绩效评价，并按照工作任务分别

制定了州市、县和乡镇三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绩效评价结

果逐级挂钩，具体计算方法是：乡镇（街道）的得分直接等

于乡镇级各类指标评定分值的汇总；县（市、区）综合得分

=辖区内乡镇（街道）的平均得分×50%+县（市、区）级评

定得分×50%；州（市）综合得分=辖区内乡镇（街道）的平

均得分×40%+县（市、区）平均得分×40%+州（市）级评定

得分×20%。辖区内乡镇（街道）平均得分、县（市、区）级

平均得分、州市本级平均得分的计算公式分别是：（各自自

评平均得分＋抽查平均得分）÷2。此项分值 5分，自评得分

5分。

综上所述，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绩效评价总分 105分，因

省、州市和县三级地方配套资金占全省资金总支出的 34%，

扣减 1.32分；敬老院法人登记率未达到 80%或年增长 10%，

扣减 0.5分；农村低保对象占农业人口的比例与西部地区平

均水平相比超过两个百分点，扣减 0.5 分；消化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救助结余资金未达 10 亿元以上，扣减 1 分；滚存结

余资金较上年减幅未达 100%，按比例扣减 2.5 分。以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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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共扣减 5.82 分，工作创新方面自评得分 5 分，自评总分

99.18分。

附件：云南省 2016 年度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绩

效自评得分表

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省财政厅

2017年 3月 21日

云南省民政厅办公室 2017年 3月 2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