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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2021 年，河南省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遭受了历史罕

见的特大暴雨洪涝灾害，风雹、干旱、低温冷冻、雪灾等灾

害也不同程度发生，自然灾害形势复杂严峻。特别是一些地

方受疫情和灾情双重影响，灾区群众 2021 年冬季与 2022 年

春季期间的基本生活面临一定困难，冬春救助任务十分繁重。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确保受灾群众

基本生活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要求提前做好保障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的工作。

新乡县应急管理局发布《新乡县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1-2022 年度全县受灾困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新应急〔2021〕98 号)，以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

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重要论述精神，以“保障民生、维护

稳定、促进和谐、服务发展”为目标，全力做好 2021-2022

年度冬春受灾困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确保受灾困难群众有

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安全的临时住所,有病能够及

时得到医治，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保证生产生活正常秩

序，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冬春临时生活困难群众救助）项目

全年总预算数 802 万元，全年执行数为 802 万元。2021 年，

通过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统计，全县受灾人口 144534

人，全县需要救助人口46221人，其中，需口粮救助人口 41602

人,需衣被救助人口 41602 人,需取暖救助人口 36974 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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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需救助人员根据标准发放救灾资金。2022 年 1 月 26 日，

冬春受灾救助资金通过一卡通系统直接拨付至个人。

二、绩效结论及绩效分析

评价组对照绩效指标评价体系，从决策、过程、产出和

效益四个维度，通过数据采集、实地调研和问卷访谈等方式，

对本项目进行客观公正的绩效评价，总得分为 90.9 分，项目

评价等级为“优”。

三、主要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有效缓解需救助受灾群众的临时性困

难问题，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一）缓解需救助受灾群众的临时性困难，保障群众基

本生活

据统计，2021 年各类灾害共造成新乡县近 14.45 万人受

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81 亿元。做好 2021-2022 年全县受

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有效缓解需救助受灾群众的临时性困

难，使受汛期、疫情影响的群众在冬春期间的口粮、衣被、

住房取暖等问题能够得到暂时性解决，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二）资格确认与资金发放流程规范，专项督导与检查

实施到位

评价组查看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困难救助登记表与受灾

人员冬春生活困难救助审批表，困难人员申请救助后，村委

会上会讨论，由乡镇政府核实情况审核盖章后报县应急管理

局审批。救助资金的发放在村里进行公示，项目单位提供有

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困难救助名单公示照片。救助对象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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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户报、村评、乡审、县定”的程序确定。

为解决受汛期、疫情影响的群众在冬春期间的口粮、衣

被、住房取暖等困难，新乡县纪委监委充分发挥“监督保障

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对全县冬春救助工作的全过程

开展专项监督检查，以专项监督的“力度”保障群众冬春生

活的“温度”。新乡县纪委监委深入应急管理、财政、民政、

农业农村、住建等部门详细了解救助对象确定、救助资金分

配等政策，认真查看救助台账建立、救助金额公示及受灾群

众冬春期间基本生活安排和资金打卡情况，精确掌握全县冬

春救助工作措施及流程；统筹“室组地”力量，成立 6 个专

项督查组和 1 个机动督查组，以乡镇互查、专项检查、机动

组抽查等方式对全县冬春救助工作的落实开展“全覆盖”监

督检查，紧盯困难群众摸底调查和救助对象评议公示、审核

上报、资金发放等重点环节，重点督查发放对象是否精准、

发放资金是否落到实处、救助款物是否专款专用、职能部门

是否存在工作不细、监管不严、落实不力、失责失职等问题

易发领域，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杜绝救助款物发放不准及

“撒胡椒面”式的平均现象发生，做到底数清、对象明，确

保冬春救助工作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新乡县纪委监委对于本项目实施的督导检查工作受到

国家和省的认可，在国家、市纪检网站发布有相关工作的报

道。

四、存在问题

（一）留存资料未写明日期，未进行项目检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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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困难救助登记表、受灾人员冬

春生活困难救助审批表与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困难救助名单

公示照片中均存在日期填写不完整，留存资料单位未盖章等

问题。

2022 年 1 月 26 日项目补贴资金通过一卡通专户发放到

位，冬春救助工作基本完成。资格核查与资金发放工作完成

后，单位后期未再组织验收工作。

（二）相关部门之间缺乏配合，影响项目后期跟踪管理

本项目参与部门虽有协同形式，彼此间协作机制却未理

顺，协同后仍是各干各的，不能完全形成合力。冬春救助工

作完成后，新乡县应急管理局未再对受灾人员进行跟踪管理，

也未与其他部门进行协同联动，对于纳入相关社会救助和帮

扶制度安排情况不了解。对于后续受灾被救助群众是否会因

灾致贫等问题未进行跟踪管理。

（三）财政系统不完善，基层工作压力大

在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单位对相关问题的总结：一是冬

春救助资金发放时间节点与财政系统更新时间相冲突，导致

发放工作延误。二是财政系统不完善，由于“一卡通”系统

更新滞后，导致查询社保卡激活状态不准确(例如，有的社保

卡已激活，状态却显示为已开户)，因此有大量村民需去银行

核实“一卡通”是否已激活，不便民的同时也延误了上报时

间;同时，由于操作权限限制，缺少批量导入或删除功能，浪

费一定的人力和时间。三是基层懂电脑、会电脑的工作人员

少，导致信息(如姓名、身份证号、“一卡通”号等填写)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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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不规范、错误等问题，上报工作效率低。四是财政部门前

期要求必须使用户主的“一卡通”进行发放，但部分户主没

有社保卡或社保卡未激活、冻结。

对于乡镇工作人员来说项目实施要求高、时间紧、程序

多，工作难度大、基层工作压力大。而且由于与群众沟通累

积压力与各方面工作强度大的影响，部分基层工作人员存在

一定的情绪。

五、有关建议

（一）明确项目职责权限，规范项目管理

切实履行项目工作主体责任，明确工作重点及责任人。

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作管理的制度机制，并重视项目的规范化

执行。通过管理的标准化、制度化、程序化，提升单位的整

体效能，实现单位内部各部门各岗位之间的高效协作，从而

保障项目实施发挥效能。

在项目资料整理与归档方面，强化工作责任，落实档案

工作专人专责。严格工作规范，同时在档案整理过程中，完

善登记信息，保证归档文件材料完整。

（二）提升履职能力，明确各方工作职责

针对部门间信息融通不够、工作衔接不畅等问题，要在

充分考虑专班小组工作专业性、人员适配度等基础上，建立

标准化协作流程和治理机制。尤其针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

性协同平台，要在平日就构建良好的多元协同治理局面，培

养部门协同行为习惯，提前准备预案，畅通联动机制。建议

此类需协同完成项目进一步细化考核指标，将部门的事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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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度、小组单项任务完成度等纳入对协同治理组织的考核中，

实现协同治理“1+1>2”的效果。

（三）减轻基层工作负担，完善工作实施机制

对于基层单位“工作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的现象，

中央已经做出了部署，如出台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

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随后各地也相继出台了各种减负办

法和举措，从上至下深入开展作风建设专项整治行动，对困

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进行大排查，认认真真找根源、抓整

改。

建议简化、完善基层工作的流程，同时对于进行此类临

时性项目时，可采用分组管理培训学习的方式，将任务分解

的同时也能提升学习效率，及早掌握项目所需工作技能，尽

快完成项目实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