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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民政厅近日公布称，今年已清退不合标低保对象近

7万人。一个多月以来，已有青海、海南、内蒙古3个省份通

报今年清退不合标低保对象超过26万人。

据民政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3季度，我国城市、

农村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401元、216

元。金额虽“小”，但关乎困难群体生存的“大”

问题。然而，在不少违规低保案件中，被

查处的却是负责管理低保的村干部、

街道干部。这些“官保保”为何

频频把“救命钱”占为己有？

3省违规低保超26万人

“救命钱”为何
总被“官保保”吃了?

据青海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青海全省今年清退不符低
保条件的人数占原有低保户总数
比例达10%。预计到今年底，全省
城乡低保对象数量将由 2012年的
63.5万人减少到56.7万人，年可节
省财政资金2.2亿元。

违规低保并非个别地区现
象。2013年6月至2014年9月，全
国查纠城乡低保错保漏保 151.4万
多人。

根据相关规定，低保的对象
主要是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的群众，主要是无生
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年老病残
等生活常年困难的群众。然而，
就是这些困难群众的一点微薄的
生活来源，也被一些“官保保”
盯上了。

尽管近年来清理力度不断加
大，违规低保仍一茬茬地再现。
2013年，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共
清退不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 10万
余人，其中有大量的“人情保”、

“关系保”。9个月后，又有 13.9万
违规低保被清退。

一些“官保保”更是财迷心
窍：河南洛阳市新安县五头镇民
政所前所长张景华近日被曝出持
有267个存折，全都是从困难群众
那里收集而来，用以侵吞包括低
保增补资金在内的各类困难群众
补贴 50余万元。不少群众不会使
用存折，把存折放在民政部门托
管，给了张景华可乘之机。

从 1997年国务院下发通知要
求在全国建立城市低保制度开
始，到如今低保在城市、农村的
全面覆盖，低保制度经历了 10多
年的发展，为城市和农村的许多
困难群众织就了一张“温饱之
网”。然而，这本该由困难群众享
受的福利，却有不少落入了“官
保保”手里，令人痛心。

不该“吃”的
乱“吃”
一年多查纠
150万余人

2012年，民政部制定了《最低生活保障
审核审批办法(试行)》，根据该办法，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对申请人或者其代
理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并负责将申请材
料等报送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

然而，本该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基层
管理部门却在许多“私吞”低保的事件中“欺
上骗下”，既当审核的“裁判员”、又当申请的

“运动员”。
根据规定，困难群众申请低保的流程大

致可概括为群众申请－审查受理－家庭调
查－民主评议－审核审批－资金发放－动
态管理。然而，在这个流程中，常常会出现
不严格按照制度执行的情况，有的只是走走
过场，甚至出现篡改、歪曲的现象，滋生腐

败。
——不予受理，申请无门。一些官员为

了保证与自己“关系好”的人拿到低保名额，
在第一关就“关”住了一些困难群众。“低保
户人选往往在村委会开会讨论前就已确
定。”海南临高县一位村民说，其他贫困户即
使申请也不会有回音。

——缺乏调查，公示不明。部分官员用
各种手段不公开信息，把“背景”藏着掖着。
湖南耒阳长坪乡谭南村原村支书黄国华等
人竟篡改民主评议会议记录来决定低保指
标的归属；还有一些地区的民主评议会长久
以来没有村民代表参加。

——你来我批，蒙混过关。一些上级审
批部门光履行“从纸到纸”的使命，不深究申

请材料的真实性，使得“审批”成了机械运
动。2012年12月至2013年12月期间，浙江
温岭一社会救助员利用职务之便，采用冒签
他人名字的方式，26次冒领 19名补助对象
的补助款 11万余元，并作为个人使用。而
这场骗局，上级部门本只要根据规定履行好
审核义务即可戳穿。

——一保“终”生，较少复查。根据
规定，当家庭人口、收入和财产状况变化
时，低保家庭应报告，上级部门应复核。
然而，一些地方并不重视或是刻意无视这
种动态管理，频现“死人吃低保”事件。
2011年，江西省湖口县被曝出某村民过世
后仍旧“领”了两年的低保金，而其子是
当地民政部门干部。

基层部门“欺上骗下”“末梢腐败”频现监管漏洞

“低保这个事情上，基层干部的权力太
大。”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
启臻如此感叹。在整个低保政策中，基层干
部担负着重要的职责，从而也就拥有着集中
的权力。一些“官保保”玩弄职权，无视规章
制度，把国家安排自己管理的低保当做发给
自己的“红包”。一些基层群众把问题反映
上去之后得不到反馈，反倒会“惹恼”基层干
部，得不偿失，因此往往只能敢怒不敢言。

据了解，海南临高县一位家庭状况困
难的村民从 2010年开始申请低保，三年来
均遭拒绝，今年在对村干部有所“表示”

之后，才第一次领到低保金，并被告知不
要对外声张，否则明年将不再批准申请。

针对低保不公现象，各地多次开展清理
违规低保行动，并集中整改。记者发现，不
少整改工作实际上在原有的低保政策中已
有要求，如组织集体会议、近亲低保单独备
案等，只是过去没能做到。然而，集中清理
行动并非长久之计，“官保保”仍然不断再
现。朱启臻认为，当前的低保流程严重缺乏
监督，既没有监督主体也没有监督机制，使
得国家补助没有给到应给的补助对象，困难
群众的利益难以得到保护。

调研多地农村问题的华中科技大学教
授贺雪峰认为，要使得“官保保”问题得
到长效解决，需要建立畅通的监督渠道，
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机制。“监督机制要落
到实处，群众的举报要即时受理，严格追
究相关人员责任，发现一例，查处一例。”

“可以把权力更多地交给群众。”朱启
臻表示，对基层干部权力的约束要从基层
群众做起，让他们发得了言、见得了文、
说得了话。“需要建立起一套健康的基层群
众议事规则，完善监督机制，使低保信息
公开透明。”

畅通监督机制以清理“官保保”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