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时发放救助资金 及时受理救助申请 持续开展急难临时救助

山西民政兜底保障受灾困难群众
10月2日以来，我省多地遭受不同程度的洪灾。灾情发生后，全省各级民政部门抓好受灾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动员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10月 15日，记者从山西省民政厅获悉，截至13日 17时，全省各级慈善会和省民政事业
发展中心共接收捐款27188万余元。接收价值约10222万元的物资，正陆续划拨灾区。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实施临时
救助受灾困难群众46480人，其中城乡低保、特困供养对象、孤儿26258人，发放救助资金2809.9万元。

受近期强降雨的影响，我省多地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给广大
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灾害发生后，山西省慈
善总会于 10月 8日紧急向社会各界发出募捐倡议，号召大家众志
成城，同舟共济，大力弘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伸出
援助之手，一起加入到山西防汛救灾的行动中来，帮助我省灾区人
民共渡难关，并公布了接收捐赠账号的信息和联系方式。省民政
厅官网及各大媒体进行了及时转发，扩大了宣传。10月 12日，省
民政厅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以及新闻媒体等，向全社会发布倡
议，倡导全省各级慈善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志愿服务组织充
分发挥慈善组织的社会化优势、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优势和志愿服
务的群众性优势，分层分类，依法有序参与灾后重建工作，以具体
行动推动灾区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截至10月13日17时，我省民政部门和各级慈善组织接收捐赠款
物累计 2.75亿元，其中资金 2.69亿元，物资 0.06亿元。已累计支出
1.56亿元，其中资金 1.48亿元，物资 0.08亿元。全省社会组织直接参
与一线救灾的人数达 5401人，参与一线救援的社会组织数量 96个，
其中专业救援队 71个、志愿服务组织 11个、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4个、
行业协会 6个，动用各类救援装备 1428台。在防汛救灾、生产生活秩
序恢复，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和疫情防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时，山西省民政厅提醒广大爱心人士和单位组织在捐赠过程
中，注意识别合法的公开募捐活动。按照《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
办法》的规定，慈善组织开展的所有公开募捐活动都已通过“慈善中
国”网站进行备案。爱心人士和单位组织可在捐赠前登录“慈善中
国”网站查询公开募捐活动的相关信息。目前，山西省慈善总会和
山西省红十字会均已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公开发布救灾倡
议，大家可以按照公布的方法途径和具体联系方式参与捐赠。

省民政厅将严格按照《慈善法》和《山西省慈善事业促进条
例》，严格按照捐赠方意愿，指导督促慈善组织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开展募捐等慈善活动，管好用好捐赠款物，按照及时拨付、统
筹安排、突出重点、加强监督、公开透明等原则开展工作。指导慈
善组织依法合规使用款物，增强收支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准确性，
进一步增加透明度，加强对相关部门信息公开的监督，督促相关部
门建立信息定期披露制度，主动公开捐赠款物的来源、数量、种类
和捐赠者意愿，以及分配去向、用途、数额和使用结果等，自觉接受
社会监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社会各界的爱心落到实处，切
实做到让爱心放心、使善款善用，坚决防止单位或个人滞留、截留、
挪用、挤占捐赠款物等行为发生。

低保、特困、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特殊
群体是困难群众中最困难的人群。灾情发生后，
各级民政部门迅速反应，积极组织动员基层干部、
村级组织、儿童督导员、社会工作者等深入灾区，
全面摸清了受灾人员中低保、特困、孤儿、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等民政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摸清民
政服务机构的受灾情况和供养对象的安置情况。
截至 10 月 13 日 17 时，受灾人员中，有城市低保对
象 4193 人，农村低保对象 97089 人，特困供养对象
15399 人，孤儿 179 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183 人，
共 计 117043 人 ；受 灾 民 政 服 务 机 构 133 所 ，涉 及
2352人。

同时，充分发挥临时救助急难救助作用，采取
“先行救助、后置审批”的应急措施，对因灾造成基本
生活出现困难的群众，特别是低保对象、特困供养对
象、低保边缘家庭、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重度残
疾人、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及时给予临时救
助。对存在重大困难的，采取“一事一议”方式加大
救助力度，做到凡困必帮、有难必救、应救尽救。按
时发放救助资金。及时将低保、特困供养、孤儿、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残疾人生活补助资金足额发放到
位。目前，这些困难群众无人员伤亡，并都得到妥善
安置。下一步，全省民政系统将进一步摸清底数，特
别是要加强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以及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中的老年人、未成
年人、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众的走访探视，提高
探访频次，及时了解灾情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帮助解
决实际困难。

强化主动发现机制在社会救助工作中的积极作
用。对排查中发现的特殊情况，帮助有困难的家庭
和个人提出救助申请。要充分发挥全省低收入人口
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和数据库的监测预警作用，做到
发现早、介入快、救助及时。同时，要进一步畅通社
会救助服务热线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热线。实行

“12345”政府服务热线与民政部门的服务热线并行，
严格值守，规范接听、受理、处置、反馈等服务流程，
实现及时发现、快速响应、及时救助。

动员引导社会力量
有序参与救灾

畅通救助渠道

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灾情过后，在灾后重建中，民政救助工作将对符合条件的困

难群众实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应兜尽兜。具体说，将符合条
件的困难群众及时纳入保障范围，实现应保尽保。及时受理灾
区低保、特困、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救助申请。科学灵活
调整入户调查、民主评议和张榜公示等环节的形式，对没有争议
的救助申请，不再进行民主评议。重点关注受灾情影响无法外
出务工、经营、就业，收入下降导致基本生活出现困难的城乡居
民，对外出务工就业等需要一定工作成本的，在核算家庭收入
时，扣减必要的就业成本，鼓励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积极就
业，开展生产自救。

做好巩固拓展社会救助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保持过渡期内社会救助兜底政策的总体稳定，定期
开展巩固社会救助脱贫攻坚成果回头看，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因
灾造成基本生活困难的脱贫户、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纳
入社会救助范围，加大救助帮扶力度，坚决防止出现因灾造成规
模性返贫现象的发生。

持续开展急难临时救助。充分发挥乡镇（街道）临时救助备
用金作用，对因灾造成基本生活出现困难的群众，及时给予临时
救助；情况紧急的，可实行“先行救助”，事后补充说明情况。取
消户籍地、居住地申请限制，对受灾情影响，暂时找不到工作又
得不到家庭支持的生活困难外来务工人员，因交通管控等原因
暂时滞留的临时遇困人员，以及户籍不在本地的受灾人员等，由
急难发生地直接实施临时救助,及时解决好他们的基本生活问
题，做到凡困必帮、有难必救。要充分发挥县级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保障工作协调机制的作用，对因灾情造成重大困难的，可采取

“一事一议”方式加大救助力度，及时化解困难群众遭遇的重大
急难问题。

开展冬季送温暖献爱心活动，把“送温暖、献爱心”社会捐助
资金作为临时救助资金的必要补充，实现应急救助、节日救助和
日常救助相结合。鼓励引导慈善、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力量发挥
各自优势，积极有序参与灾后重建，面向灾区困难群众持续开展
扶危济困、心理疏导、家庭支持、资源链接、社会关系修复等精准
服务，与各级政府的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形成合力，形成全社会关
注、支持和广泛参与的良好氛围。民政部门将持续加强对慈善
组织的指导和督促，确保捐赠资金、物资及时足额发放，做好信
息公开。 （郭卫艳）

据《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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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0 月 17 日获悉，省教育厅日
前发出《关于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
业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以
进一步规范我省中小学生作业管理，促
进作业设计改革，提高作业质量，减轻
学生负担。

《通知》要求，各学校要切实履行
作业管理主体责任，严格依据国家课
程标准组织安排教学活动，严格“零起
点”安排教学，注重提高课堂教学效
率，严禁超纲超进度教学，不得随意增
减课时；教师布置作业要紧扣课程标
准和教学进度，以帮助学生完成学习任
务和掌握教学内容为目的，严禁布置超
课标、超进度的作业。要严格控制作业
总量，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
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小学
其他年级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
不超过 60 分钟；初中每天书面作业完
成时间平均不超过 90 分钟。周末、寒

暑假、法定节假日也要合理控制书面作
业总量。

在作业设计方面，教师要根据学生
的认知能力、学习状况、学习习惯等实
际情况，设计不同层次的作业，减少对
教辅材料的依赖，杜绝成册性、重复抄
写性作业现象；学校要将作业设计作为
校本教研重点，系统创新设计符合学习
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导向的基础性作
业。同时，各地各校要积极探索多维作
业模式，科学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推
广适合学生年龄特点的实践性作业和
过程性作业，摆脱书面作业单一模式，
增加阅读型、探究型、小组合作型等多
种作业形式，重视强化作业的过程性和
可操作性，确保学生能够独立完成，不
得增加学生和家长的负担。

《通知》明确要求学校规范使用实
时通信工具，严禁使用微信群、QQ群等
布置作业，不得在群内发布学生作业、

考试成绩、批评表扬、拉票评比等信息，
不得发布与教育教学无关的言论、图片
等信息，严禁教职工在群内发布商业广
告或商品营销信息。教师不得布置要
求家长完成或需要家长代劳的作业，严
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要坚持“一科一
辅、学生自愿购买、学校无偿代购”的原
则，鼓励有条件的单位组织开发供学生
免费使用的教学辅助资源。

为做到校内校外同步减负，省教育
厅要求学校重视与家长的沟通交流，强
化家校协同育人；要坚决防止校外培训
机构给中小学生留作业，切实减轻学生
负担。同时，要严格控制各类社会性事
务进校园，并探索使用信息技术手段管
理学生作业，应用信息化、智能化、大数
据生成作业、批改作业、反馈作业完成
情况等，切实减轻教师负担。

（李林霞）
据《山西日报》

省教育厅发出《关于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管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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