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民函〔2025〕171 号 

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加快推进乡镇（街道） 
民政服务站建设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民政局： 

为贯彻落实民政部关于开展政府购买服务进一步增强基层民

政服务能力的工作部署，我厅于 2024 年 11 月 7 日印发了开展政

府购买服务进一步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的相关实施方案（桂民

函〔2024〕853 号），部署开展政府购买服务进一步增强基层民政

服务能力建设，推动解决基层民政服务力量薄弱的问题。为加快

推进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建设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现将

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的功能定位 

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运营的民

政基层服务平台，由承接购买服务的服务机构安排工作人员入驻，

利用原社工站和相关服务场地，开展符合政府购买服务范围规定

的社会救助、养老服务、老龄工作、儿童福利、区划地名、社会

组织管理、社会事务、慈善事业、政策法规宣传等面向基层群众

的各项民政辅助服务。开展购买服务要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治

区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政府购买服务管理的通知》（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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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综〔2023〕68 号）等相关购买服务文件要求，不得将应由政府

自身直接履职的事项采取购买服务方式实施，不得借政府购买服

务名义变相用工，同时要严格规范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履约管理，

依法依规订立政府购买服务合同，采取有效管理措施对承接主体

履约情况进行综合评估、跟踪问效，督促承接主体按照合同约定

的时间、数量及标准等提供服务，并做到按质论价、按效付费。 

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通过民政服务站平台向基层群众提供民

政辅助服务，是统筹各类民政服务资金、资源增强基层民政服务

能力的重要举措。县级民政部门通过购买服务方式面向基层群众

提供的各类服务事项，应统筹整合、统一通过民政服务站平台向

服务对象提供。 

二、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资金来源 

各地民政部门要统筹当地政府购买社会救助经办服务资金

（当年专项资金总量的 2%以内）和养老服务、老龄工作、儿童福

利、区划地名、社会组织管理、社会事务、慈善事业等民政领域

各类政府购买服务资金和相关业务工作经费，统筹福利彩票公益

金、地方财政性资金等各类可用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推进乡

镇（街道）民政服务站建设。有条件的地方，鼓励引导社会力量

通过捐赠等方式支持开展乡镇（街道）民政服务项目。2025 年，

我厅已分别从中央福利彩票公益金、自治区福利彩票公益金切块

安排共 3000 万元专项用于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和增强基层民

政服务能力建设，自治区财政厅已经将资金分配方案下达各市、

县（市、区）。请及时谋划统筹用好此项资金，专款专用，不得



 

 — 3 — 

挪作他用。年内资金支出率达不到自治区财政厅要求的县（市、

区），下一年度将被限制安排补助经费。 

三、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人员配备 

县级民政部门要根据年度政府购买服务资金来源、数量、使

用要求和各乡镇（街道）民政服务需求，统筹兼顾，合理确定民

政服务站的服务内容和服务重点，指导承接机构合理配备各乡镇

（街道）民政服务站驻站工作人员数量。民政服务站由乡镇（街

道）1 名民政工作负责人或工作人员兼任站长，承接机构 1 名负责

人任副站长。站长负责全面工作，副站长负责组织开展日常服务

工作。 

驻站人员必须按照县级民政部门的有关要求经过不少于 24学

时的岗前培训后，才能进入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开展专业服

务。岗前培训要重点培训相关民政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工作流

程、服务方法要求等。驻站人员每年度接受继续教育培训累计不

得少于 40 学时。鼓励引导驻站人员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

考试，提升业务素质和服务能力。 

四、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标识要求 

为方便群众问询办事和开展服务，各县（市、区）要统一民

政服务站和驻站工作人员标识。民政服务站标识为“xx 县（市、

区）xx 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样式参考见附件 2）。 

民政服务站工作人员应佩戴工作牌或穿着工作服。工作牌标

识为：xx 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姓名。工作服应得体大方，工

作服标识为：xx 乡镇（街道）民政服务或民政服务，不能以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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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构标识代替民政服务标识。 

五、建立健全民政服务站运行管理制度 

各地要按照桂民函〔2024〕853 号文的部署要求，总结原社工

站服务运营经验，在“五有”基本要求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不

断建立健全民政服务站运营管理制度。要建立定期汇报沟通制度。

承接机构要定期向县级民政部门提交月度工作报告、年度中期工

作报告和末期工作报告。服务过程中遇到重大事件、紧急情况等

及时向乡镇（街道）党委政府和民政部门报告。要建立督导制度。

承接机构要采取内部督导、联合督导等多种形式加强民政服务站

的工作督导，发现问题、改进服务，并将督导情况通报民政部门。

要建立健全工作档案制度。驻站人员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要收集、

评估辖区居民的服务需求，并按不同需求分类，建立本区域服务

对象基础数据库，形成服务对象和服务需求档案，为开展各项民

政服务提供基础数据和信息来源。要建立多方评估制度。对承接

机构和民政服务站服务成效的评估，在承接机构和民政服务站自

评的基础上，县级民政部门要定期组织各业务股室对民政服务站

开展服务工作情况进行评估评分，并征求民政服务对象的意见建

议，多途径了解民政服务站的服务成效，推动服务质效不断提升。

建立工作交接和档案移交制度。驻站工作人员发生变动，要将所

负责的服务内容、档案资料、设施设备等罗列交接清单，逐项清

点交接，并做好相关服务衔接工作。单个服务项目结项和年度服

务项目完成，要组织民政服务站和承接机构做好相关档案材料整

理汇总和移交工作，确保民政服务档案资料齐全完整、交接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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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推进时间安排 

2025 年 2 月—3 月：原乡镇（街道）社工站在持续运营的，

统一更名为民政服务站，对服务内容进行优化。原社工站已暂停

运行的，及时启动民政服务站购买服务招投标等相关采购工作，

协调各乡镇（街道）依托原社工站和相关服务场所安排民政服务

站办公场地，完成各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标识设置工作（标

识样式参考见附件）。 

2025 年 4 月—6 月：对本辖区各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购

买服务采购工作进行统筹安排，完成购买服务招投标等相关采购

工作，开展驻站工作人员培训，建立民政服务站相关运营管理制

度，驻站人员到岗开展工作。6 月底实现全区各乡镇（街道）民政

服务站驻站人员到岗运营全覆盖。 

2025 年 7 月—9 月：开展检查评估，针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完善相关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结合下年度预算和工作需求筹划

下一年度经费预算安排。 

2025 年 10 月—12 月：开展检查考核评估，对各民政服务站、

承接机构年度服务成效进行评估总结，完善相关工作流程和制度

措施。适时启动下年度购买服务工作。 

2026 年起，推进民政服务站标准化、规范化、常态化建设。 

七、工作要求 

推进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建设，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

式解决基层民政服务力量薄弱、提升基层民政服务能力和水平的

重要举措，是促进各项民政工作有效落实的重要手段。各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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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民政局要按照桂民函〔2024〕853 号文件和此通知要求，

积极主动向本级党委和政府汇报争取支持，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

完善资金、场地等支持措施，为持续推进民政服务站建设增强基

层民政服务能力营造良好的工作条件。设区市民政部门要加强检

查指导，在资金、人才队伍、制度建设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具备

条件的地方可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加强对本市民政服务站建设的

评估督导。自治区民政厅适时对各地民政服务站服务开展情况进

行抽查评估。 

请各市民政局于 2025 年 4 月 10 日、7 月 10 日前向自治区民

政厅报送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各地推进民政服务站建设进展情况，

12 月底报送年度工作情况。各地规范推进民政服务站建设的成功

经验请及时报送民政厅慈善事业促进处。 

 

附件：1.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服务内容清单 

2.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标识样式参考 

 

 

自治区民政厅 

2025 年 2 月 13 日 

（公开前需经政府信息公开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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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服务内容清单 

序号 服务领域 服务内容 备注 

1 
社会救助 
服务 

社会救助政策宣传，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入户调查、
经济状况核对信息的收集核实，特困人员日间照料服务（包括日常看护、生活照料、住
院陪护等），抽查、收集、核实申请临时救助对象困难情况，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评
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社会融入、
能力提升、心理疏导等民政领域社会工作服务，民政系统委托的其他社会救助服务等。 

 

2 
社会福利 
服务 

社会福利政策咨询及宣传服务，社会福利服务对象信息收集等辅助性动态工作，社
会福利服务项目的组织实施，福利机构老年人、孤残儿童康复、特殊教育、残疾人托养
（照料）服务，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及评估服务，家庭暴力受害人人身庇护、心理咨
询、法律援助、关系调解、未成年人保护等社会工作服务，生态安葬相关辅助服务，留
守儿童、流动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服务，留守妇女关爱服务，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关爱帮扶，民政系统委托的其他社会福利服务等。 

 

3 养老服务 

基本养老政策咨询及宣传服务，基本养老信息收集、信息系统建设及维护等管理工
作，老年人身体状况的评估，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养老服务监督管理辅助性工作，农
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独居、空巢、留守老年人定期巡访服务，老年人生活照料、康
复护理，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服务，失能失智和高龄老年人家庭成员照护培训，养老服
务社会工作和人员培养，养老服务质量评估，老年教育服务，民政系统委托的其他基本
养老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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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领域 服务内容 备注 

4 
残疾人 
服务 

残疾人康复辅具配置（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和配置后跟踪服务，贫困重度残疾照护
服务（包括居家照护和集中照护），民政系统委托的其他残疾人服务等。 

 

5 
区划地名
服务 

区划地名界线信息化建设及运营管理维护服务，编制出版含区划地名界线信息的图
录典志及开发利用地名普查成果等服务，行政区域界线勘定及界桩设置管理维护服务，
民政系统委托的其他区划地名界线管理服务等。 

 

6 
社会组织
服务 

社会组织管理服务政策咨询及宣传服务，社会组织发展数据采集、统计分析，民政
系统购买的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服务，民政系统购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社会组
织年报、信息公开、内部治理、财务状况等监督检查辅助性服务，社会组织换届指导、
公益服务、党建指导等辅助性服务，民政系统委托的其他社会组织管理服务等。 

 

7 
慈善帮扶
服务 

民政系统委托的慈善救济组织与实施、慈善公益宣传、社会捐助辅助性服务工作，
民政系统实施的慈善救济项目评估和对慈善组织评估，社区（村）慈善指导辅助服务，
民政系统委托的其他慈善帮扶服务等。 

 

说明： 

1.此清单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系统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2021 年）》编制，如今后指导目录调整，按

新的指导目录要求自行对应调整。 

2.此清单内容是指可以通过民政服务站开展的购买服务内容。各县（市、区）和乡镇具体要购买提供哪些服务，

由县级民政部门根据本地的实际需求和资金情况确定。 

3.在开展民政服务过程中，发现需要纳入而没有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的服务事项，要申请申报纳入政府购买

服务目录，确保购买服务规范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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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标识样式参考 
 

 
 

数据参考（各县、市、区根据本地实际统一制作，样式供参考） 
1.样式：竖牌：悬挂在民政服务站门口 

横牌：悬挂在民政服务站办公房门头上方。 
（结合场地实际选择一种，以竖牌为主） 

2.大小：竖牌：200*35cm；横牌：宽 60*高 40cm。 
3.材质颜色：不锈钢，银色。材质可自定，县（市、区）统一。 
4.字体：黑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