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城县民政局 2022 年度临时救助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为了履行部门职责，加强财政项目支出预算管理，提升

预算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提高财政项目资金使用效益

而设立“临时救助”项目。临时救助是对因火灾、交通事故

等意外事件，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

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因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

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最低生

活保障家庭，以及遭遇其他特殊困难的家庭或个人给予的应

急性、过渡性的救助，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坚持应救

尽救、救急救难、适度救助、公开公平公正、制度衔接和资

源统筹等原则。临时救助分为两类，即支出型救助和急难型

救助，根据困难情形和困难程度确定救助金额。舒城县民政

局具体负责“临时救助支出专项资金”项目实施和管理，并

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开展临时救助工作，通过社会化发放临时

救助金、下达备用金、救急难互助社救助等多种形式开展临

时救助。2022 年实施临时救助 2285.56 万元，救助人员 7916

人次，其中社会化打卡发放 1100 万元，下达乡镇备用金 160



万元，救急难互助社救助 948.85 万元，其他形式救助 76.71

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

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

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

的家庭或个人，给予应激性、过渡性的救助。规范实施临时

救助，实现及时高效、解急救难，让困难群众感受到国家的

温暖，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2.项目绩效阶段性目标:坚持应救尽救、适度救助、公

开公正、统筹衔接、规范高效的原则，并根据救助对象家庭

困难情况分类救助，定期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2022

年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2285.56 万元。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充分发挥效益，同时检验项目开展是否达到预期目标，为以

后年度资金安排提供依据。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舒城县民政局 2022 年临时

救助专项资金进行绩效评价，衡量项目资金的“产出”与“绩

效”，了解、分析、检验项目是否达到预期目标，资金使用

是否有效，为今后项目建设提供重要依据。及时总结经验，

分析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改进和加强财



政支出项目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同时探索项

目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

和机制，进一步提高项目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价

方法、评价标准等。

按照科学规范、公开公正、绩效相关原则。采用实地调

研、比较分析相结合进行评价，通过对临时救助资金项目目

标与实施效果、历史与当期情况，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

度。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根据财政局要求，我局于 2023 年 3 月 8 日-9 日组织社

会救助股、办公室对 2022 年实施的临时救助项目开展了自

评工作。通过检查临时救助相关文件、系统平台、财务会计

资料、实地走访等工作程序进行评价。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舒城县县民政局 2022 年临时救助，具有明显的社会效

益、可持续影响，服务对象满意度高。根据《舒城县县民政

局 2022 年临时救助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的标准

进行逐项评分，综合得分 96.95 分，评价等级“优”。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可附表进行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严格执行《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 649 号）、



《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社〔2017〕

58 号）等政策，以及市县等相关文件要求。2022 年，临时

救助资金支出决策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

部门职责，支出申请、拨付、发放符合相关要求，绩效目标

设定依据充分，符合客观实际，绩效指标清晰、细化、可衡

量。县财政局会同县民政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科学合理编

制预算，加强救助资金统筹使用，发挥救助补助资金合力，

提升资金使用效益，有效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使其生活

得更有尊严，更好融入社会。

（二）项目过程情况

建章立制，规范资金使用与管理。详细制定了资金分配

计划，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规范了资金使用与管理。

一是严格资金分配，坚持资金分配的客观性，坚持每一笔资

金分配都集体研究审议，杜绝主观随意性。二是严格执行国

库集中支付制度，实行社会化发放，不存在截留、挤占、挪

用、虚列支出等情况，确保发放时效和资金安全。三是强化

资金监管，实行政务公开公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同时积

极接受和配合审计、纪检监察、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三）项目产出情况。

数量指标。一是符合临时救助对象应保尽保、应救尽救，

目标人群实现全覆盖。2022年全年救助困难群众10781人次。

质量指标。2022 年临时救助水平达 1582 元/人次，每年

稳步提高。



时效指标。及时发放拨付临时救助资金。

（四）项目效益情况。

1、项目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临时救助资金”切实保障了困难群众的群益与其基本

生活，较好地化解了城乡居民临时性、突发性、紧迫性困难，

维护了困难群众的人格尊严，将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困难

群众手中，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可预见未来仍可持续运

行。

2、服务对象满意度分析

通过对民众进行现场问卷调查，得到补助的困难人员对

政府的关怀表示非常感谢，调查对象对项目建设满意度较高。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县民政局、县财政局精诚合作，相辅相成，共同做好困

难群众临时救助工作。操作程序科学规范，资金到位及时无

误，服务周到，群众满意。建议：继续实施项目，确保人人

享有基本生活保障。

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宣传不够。由于临时救助政策宣传方式和途径单

一，部分群众对临时救助政策认知不够透彻，把医疗救助和

临时救助混为一谈。

（二）主动发现不够。目前临时困难救助主要依靠救助

对象申请，主动发现并实施救助的情况较少，造成部分不了



解政策或因残疾、生病等原因自身无法申请的困难群众得不

到及时救助。

七、意见和建议

（一）加大宣传力度，拓宽宣传方式。多部门开展宣传、

制作宣传资料，让困难群众了解各类救助政策，发生困难时

能及时得到相应的救助。

（二）充分利用各级基层民政人员和“民政协理员”进

行排查摸底，逐渐将临时救助方式转变为主动发现、主动救

助，并充分利用“政府服务平台”等网上申请方式，方便因

残、因病无法外出申请的困难群众，做到“应救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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