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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阳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安 阳 县 财 政 局

安县应急〔2024〕26号

安阳县应急管理局 安阳县财政局

关于组织开展 2024—2025 年度全县

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为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冬春期间基本生活，按照《安阳市应急

管理局 安阳市财政局关于组织开展 2024-2025 年度全市受灾群

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安应急办〔2024〕44 号）要求，现

就做好我县冬春救助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提早安排部署

冬春救助是自然灾害救助的重要内容，是岁末年初关键节点

解民忧、惠民生、暖民心的一项重要举措，体现党和政府对受灾

群众的关心关怀。各乡镇人民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文件



— 2—

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和各级党委政府救灾救助有关

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积极主动向本级党委、政府汇报，推

动地方党委、政府落实灾害救助主体责任。要加强组织领导，早

部署、早谋划、早安排，科学制定工作方案，强化保障力度，细

化救助标准，扎实推动本年度冬春救助工作取得实效，确保受灾

群众人心安定、社会大局稳定。

二、深入摸底排查，精准确定对象

各乡镇人民政府要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受灾人员冬春生活

救助工作规范》（应急〔2023〕6号，以下简称《规范》）有关

要求，广泛动员宣传，迅速开展受灾群众救助需求摸排，按照“户

报、村评、乡审、县定”四个步骤确定救助对象：一是本人申请

或者村（居）民小组提名；二是村（居）民委员会民主评议公示；

三是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四是县级应急管理

部门审批，确保公开、公平、公正。各乡镇要通过国家自然灾害

救助资金管理系统进行救助申报和审批，及时将因灾遭遇临时生

活困难的受灾群众纳入救助范围，精准确定冬春需救助对象，全

面掌握需救助人员底数，确保应救尽救。对于老年人，残疾人、

丧失劳动能力的重病患者等特殊受灾困难群众，应主动将其列为

救助对象开展救助工作。要抓紧组织开展冬春救助业务和系统操

作相关培训，确保各级救灾人员懂系统、会操作，按照时间节点

完成冬春救助各项工作任务。

三、加大款物投入，强化保障措施

各乡镇要认真履行灾害救助主体责任，切实强化本级款物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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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统筹各级救助资金和物资。需申请上级冬春救助补助资金的

乡镇，应于 2024年 10月 21日前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管理

系统完成冬春救助申报和审批，并向县财政局、县应急管理局上

报资金申请请示（采用政府文号，附乡镇冬春需救助情况评估报

告），请示内容应包括本地区需救助人员数量（要与国家自然灾

害救助资金管理系统、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数据一致）、

今年总体灾情、上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本级救

灾应急和冬春资金投入以及救灾工作开展情况等。

四、细化救助标准，精准实施救助

要按照“分类救助、重点救助、精准救助”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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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提升救助精细化水平。县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商同

级财政部门，按照省制定的“每人不低于 100元不高于 300元且

每户不高于 2000元”的指导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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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应急管理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冬春救助具体实施方

案，并报县级人民政府审定。要做好因灾遭受临时生活困难的各

类受灾群众救助，重点关注倒房重建户、农作物绝收户、家庭财

产严重损失户及受灾的特殊困难群体的救助需求，切实做好冬春

救助和低保、临时救助、困难帮扶等机制的有序衔接。资金发放

原则上通过“一卡（折）通”发放，注明“冬春救助”字样，并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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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款提示信息；确需实物救助的，可按照《规范》明确的标准和

要求，提早组织采购，确保春节前发放至受灾困难群众，不得存

储、滞留。

五、强化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要综合运用现场检查、系统抽查、电话核验

等方式，对上报的需救助人员信息进行评估、审核及把关。冬春

救助资金下达后，要严格按照财政资金管理有关要求，加快资金

下拨进度，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坚决杜绝资

金截留、发放迟缓或沉淀不用。县应急管理局、县财政局将调度

统计冬春资金等拨付发放情况，定期通报工作进度，对重灾地区

和工作进度较慢的乡镇实地督导，并适时对各乡镇冬春救助整体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查检查。要积极配合审计部门和纪检监察机

关等的监督检查，严肃冬春救助款物管理使用纪律，确保规范安

全管理使用。

六、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

各乡镇要加强冬春救助新闻宣传报道，做好舆论正面引导，

主动与主流媒体沟通协作，积极提供冬春救助工作相关素材，充

分展现党和政府对受灾群众的关心关怀，营造良好社会氛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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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主动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监

督。各乡镇在冬春救助工作中的典型做法和成熟经验，要及时汇

总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