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部门提早组织开展2024-2025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

2024年10月，国家应急管理部与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提前启动2024-2025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
旨在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冬、安全过节。这项工作针对2024年洪涝、风雹、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受灾群众，预计救助约6
00万人，中央财政已下拨救灾资金205亿元，地方配套资金预计超过5亿元。相较往年，本年度救助工作启动时间提前了
近两个月，凸显了国家对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的高度重视，以及对灾害频发背景下快速响应能力的提升。这一消息迅速引发社会
热议，网友纷纷点赞“国家行动快，救助暖人心”，反映出公众对政府高效救灾的认可与期待。此次冬春救助工作的核心目标
是保障受灾群众在冬春季节的基本生活需求，特别是口粮、衣被、取暖等必需品。2024年，我国多地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
害，包括夏季的洪涝灾害、台风侵袭以及局部的风雹和地质灾害。据国家应急管理部统计，截至2024年9月底，全国因灾
倒损房屋超过50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达3000万亩，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元。特别是河南、湖南、四川等地，
受暴雨和台风影响，部分群众房屋倒塌、农田被毁，生活陷入困境。例如，河南郑州在7月遭遇特大暴雨，部分农村地区房屋
损毁严重，村民急需冬春期间的生活保障。针对这些情况，两部门要求各地精准摸排受灾群众需求，确保救助资金和物资及时
到位。救助对象主要包括因灾房屋倒塌或严重损坏的群众、因灾致伤致残导致生活困难的家庭，以及因灾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
境的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等特殊群体。救助方式以发放救灾款物为主，结合临时救助、实物救助等多种形式。例如，黑
龙江省计划为受灾群众发放棉衣、棉被等御寒物资，同时提供取暖补贴湖南则结合本地实际，优先保障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群
体的冬春生活。此外，部分地区探索“现金实物”相结合的救助模式，如发放现金补贴用于购买口粮，同时提供燃料、衣被等
物资，灵活满足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据统计，2024年全国已有30个省份启动冬春救助工作，覆盖约80的受灾地区。
此次救助工作的一大亮点是“提早组织、精准施策”。以往冬春救助多在12月启动，今年提前至10月，主要是考虑到20
24年灾害类型多样、受灾区域广，部分地区入冬早、气候寒冷，群众生活保障需求更为迫切。例如，内蒙古、青海等高寒地
区，10月已进入冬季，提前发放救助物资可有效缓解受灾群众的燃眉之急。此外，两部门强调精准摸排，确保救助对象“不
漏一户、不落一人”。各地通过入户调查、社区反馈和大数据分析，精准锁定救助对象，避免资源浪费。例如，四川省利用“
灾害信息管理系统”，对受灾群众的房屋损毁情况、家庭经济状况等进行动态监测，确保救助资金用到刀刃上。资金保障方面
，中央财政下拨的205亿元救灾资金主要用于受灾严重省份，地方财政则根据受灾程度配套相应资金。据悉，河南、湖南、
四川等受灾较重的省份获中央资金分配比例较高，单省资金超2亿元。此外，部分省份结合本地实际，额外筹措资金用于救助
。例如，广东省在台风“苏拉”灾后，地方财政追加15亿元用于冬春救助，主要针对沿海地区受灾渔民和低收入家庭。资金
使用上，两部门要求各地严格按照中央冬春救助资金管理办法执行，做到专款专用，严禁挪用或截留，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到受
灾群众身上。社会力量的参与也为冬春救助工作增添了温暖。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组织积极响应，募集了价值超过2亿元的
物资，包括棉被10万床、取暖器5万台等。企业与志愿者也加入救助行列，例如某知名企业在X平台发起“温暖过冬”公益
活动，承诺为偏远山区受灾群众捐赠1万套冬衣，引发网友热烈转发。此外，部分地区组织志愿者深入受灾村落，帮助孤寡老
人、残疾人等群体领取救助物资，传递社会温暖。网友在X平台留言：“看到志愿者冒雪送物资，真的感动，国家和社会都在
行动！”然而，冬春救助工作也面临一定挑战。部分偏远地区交通不便，物资配送难度大一些受灾群众因信息不对称，可能错
过救助申请。此外，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频发，使得未来灾害救助任务更加艰巨。专家建议，未来可进一步完善灾害预警
和救助响应机制，借助数字化平台提高救助效率，同时加大对基层干部的培训，提升摸排和发放工作的精准性。此外，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形成“政府社会”的多元救助格局，将进一步提升救助效果。对于受灾群众而言，冬春救助不仅是一份物质上的
保障，更是一份精神上的温暖。一位河南受灾村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房子被洪水冲毁了，幸好政府送来了棉被和取暖补贴
，这个冬天心里踏实多了。”类似的声音在X平台上频频出现，网友纷纷表示：“国家的救助让我们看到希望，温暖的不只是
身体，还有心！”这些反馈反映了冬春救助工作在稳定民心、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综上所述，2024-2025
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以提早部署、精准施策为核心，通过中央与地方资金联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为约600万
受灾群众提供了及时的生活保障。205亿元中央资金、80受灾地区的覆盖率，彰显了国家在灾害面前的快速响应能力与人
文关怀。未来，随着救助机制的不断完善，受灾群众的生活保障将更加精准高效，为建设韧性社会注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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