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7 民政在线 2024年6月20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何 峰

“同志，这个老伯手机丢了，到派出
所报警求助，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我把
他送过来，希望你们能够帮助他返乡。”
今年 3 月 4 日凌晨 1 点，一辆警车驶进了
市救助管理站的大门，民警同志向值班人
员描述当时的接警情况。

这位老伯姓张，从陕西渭南来到宁
波，想投奔朋友谋份工作。不料手机在路
上遗失，朋友的具体位置和联系方式又没
记住，失联且身无分文的他就这样被困在
了宁波。“怪我平时也不记朋友手机号，
第一次来宁波人生地不熟，真的太倒霉
了。”救助管理站里，张老伯焦急懊恼地
说着自己的遭遇。

值班人员在核实张老伯身份后，第一
时间与民警同志办理了交接手续，并给老
伯测量了血压，贴心地为他准备了休息
室，考虑到老伯一天没吃东西，饥肠辘
辘，又送上了牛奶和面包给他充饥。

第二天一早，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
员就前往火车站，帮助张老伯购买了中午
前往陕西渭南的火车票，并在站里给张老
伯安排了早餐和中餐。

“拿好行李，赶紧上车吧！到家了抽
空打个电话，报声平安。”返乡路途漫长，工
作人员还赠送了张老伯一份包含牛奶、面
包、饼干、矿泉水等的“食品包”和一份包含
衣裤、毛巾、雨伞等的“生活包”。

入站口，张老伯紧紧握着工作人员的
手，激动地说：“让你们费心了，谢谢！
感谢你们的热心帮助！”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张老伯踏上了
返乡的火车。

据了解，为了给像张老伯这样离家在
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正在或即将处于
流浪或乞讨状态的人员，以及走失、务工
不着、家庭暴力受害者等临时遇困人员打
造一个温馨“家园”，市救助管理站按照
全天候“自愿受助，无偿救助”原则，接
待窗口 24 小时对外开放，根据困难群众
的实际需要，提供临时食宿、急病救治、
返乡凭证等服务。

暖心救助，为民解困——男子务工不着受助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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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3 月 4 日 ， 一 辆 警 车 警 灯 闪
烁，两名少女在警察的护送下来到了救助
站。松垮的衣服、拖沓的鞋子无不展示着
少女们的叛逆与乖张。也许是误入迷途、
倔强出走，她们低头不肯言语，又或是离
家有段时日，思乡心切，泪水流满了她们
的脸庞。

“小妹妹，先喝点热水吧。”“穿一件
衣服会不会冷，要不要加件衣服？”“这么
冷的天怎么还穿着拖鞋呢！”在救助站工
作人员无微不至的关心下，女孩们停止了
哭泣，情绪慢慢稳定下来。入站时天色已
晚，工作人员收拾了一间干净整洁的房
间，提供了热乎的饭菜，让女孩们安心住
下，好好休息。

在站期间，站里工作人员的关心让两
个女孩慢慢打开了心扉，女孩们终于说出
了逃学流浪的原因：在校期间同学的抹黑

造谣加上社会朋友鼓动和诱惑，让两个小
女孩彻底放弃学习，选择逃学离家，来到
千里之外的宁波。提到老家的亲人、朋
友，两个女孩流露出思念的神情，但是每
每谈及返校复学，女孩们则沉默不语表示
不愿意再回去。

“ 两 个 小 姑 娘 在 学 校 里 有 不 好 的 经
历，导致她们厌学情绪比较强烈，对于返
校有抵触。”站里社工及时介入，开展了
心理辅导，通过日常观察，发现两个小姑
娘酷爱美妆，喜欢研究各式各样的妆容。
社工便以此为切入点，通过畅想未来以及
职业路径规划，让两个女孩意识到学历的
重要性，帮助她们打开了心结。

“姐姐你一定要关注我的快手账号，
等我以后去美妆学校进修了，我一定天天
更新！”护送返乡离别之际，小女孩对站
里工作人员大声喊道，表示回去一定会好

好学习拿到毕业证，再去美妆学校进修，
实现自己的梦想。

社会救助，用爱筑起回家的桥梁。据
了解，对于流浪未成年人这类特殊救助群
体，宁波市救助管理站切实履行好临时监
护、教育矫治等职责，给予孩子更多关心
和正确指导，家属因特殊原因无法接领的
安排专人护送至户籍所在地政府部门或监
护人身边；对少数民族救助对象，充分尊
重其民族的文化习俗，尽量提供满足需求
的食物、衣物等。此外，救助站设立了心
理咨询室、健身房、阅览室、活动室等，
为流浪未成年人、家庭暴力受害者等受助
人员提供心理辅导、情绪支持服务，对他
们的感受给予共情和关怀，对他们在站居
住期间产生的困惑予以澄清和解释，缓解
他们紧张、抵触等情绪，为受助人员筑起

“心灵防线”。

安抚情绪，特殊照护——逃学少女重返校园路

宁波救助管理机构主要职责：
为在宁波市范围内生活无着

的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临时性救助
服务；为在宁波市范围内生活无
着的流浪未成年人提供保护性救
助；为居住于宁波市范围内，因
受家庭暴力伤害暂时不能回家的
受害者，提供临时生活救助服务。

救助对象：
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

宿、正在或即将处于流浪或乞讨
状态的人员；走失、务工不着、
家庭暴力受害人等离家在外临时
遇困人员。

救助内容：
救助管理工作是对生活无着

的流浪乞讨人员实施救助，保障
其基本生活权益的临时性救助措
施，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 10 天。
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受助人员主要
提供基本救助内容：饮食、住
宿、突发急病及时送医救治、帮
助与其亲属联系、提供返乡的乘
车凭证。

求助方式：
1. 遇街面流浪乞讨的危重病

人、精神病人、智障人员、疑似
传染病病人时，请拨打求助电话:
110、120。

2. 遇 街 面 流 浪 乞 讨 未 成 年
人、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
时，请拨打求助电话:110。

3. 当家有记忆力弱的老人、
精神病人、智障人员，为防外出
时走失，请在其衣服口袋内备上
写有家人联系电话号码、家庭住
址的纸条，以便联系。当家人走
失时，请及时报警求助。

名称

宁波市救助管理站

镇海区救助管理站

北仑区救助管理站

鄞州区社会救助站

奉化区救助管理站

余姚市救助管理站

慈溪市救助管理站

宁海县救助管理站

象山县救助管理站

值班电话

0574-87112382

0574-86530790

0574-86781199

0574-88307190

0574-88501027

0574-62821805

0574-63802960

0574-65258078

0574-65655909

地址

宁波市海曙区白云街道宝善路 155 号

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龙源路 20 号

宁波市北仑区明州路 147 号

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茅山村庙前头 99 号

宁波市奉化区锦屏街道西苑路 285 号

宁波市余姚市阳明街道丰南路 61 号

宁波市慈溪市浒山街道眉山路 58 号

宁波市宁海县跃龙街道人民大道 299 号

宁波市象山县丹东街道塔山路 288 号

2007 年 9 月，在宁波打工的王福思
（化名） 突发精神疾病，由派出所送到市
精神病医院治疗。通过一段时间的医治，
王福思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他始终
无法表述自己的真实身份。为了方便照
料，市救助管理站将王福思转送到了市社
会福利院。一场跨越 16 年、相距 500 多公
里的寻亲之旅就此拉开序幕。

一方面，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通过本
地媒体发布寻人消息，采集他的血样和人
脸 信 息 ， 联 合 公 安 部 门 利 用 “DNA 比
对”和“人脸识别”技术来帮王福思找寻
家人。另一方面，市救助管理站在各区

（县、市）救助管理机构中精心挑选具有口
音识别、心理辅导工作经验的寻亲能手组
建寻亲专班，大力挖掘寻亲线索。经过不懈
努力，2023 年 4 月，专班工作人员在与王福
思的交流过程中，发现他的口音很像是安
徽铜陵一带的方言，于是通过“今日头条”
向他的疑似家乡地推送寻亲信息，并得到
了当地派出所民警的反馈线索：王福思与
枞阳县 1 名走失人员长得很像。

后来，工作人员辗转联系上了这名走
失人员的弟弟及父母，请对方核对了照
片，还请当地公安部门采集并快递其疑似
直系亲属血样进行鉴定。2023 年 6 月 21

日，宁波市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书，显
示王福思的样本比对成功。

2023 年 7 月 6 日，在宁波市、铜陵市
两地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和龙虎村村干部
的陪同下，王福思终于回到了家。亲眷们
站在家门迎接，王福思的母亲一把抱住了
王思福，痛哭不止。

据了解，全市救助管理机构通过成立
“甬团圆”寻亲工作专班，建立与公安部
门的长效合作机制，有效提高了寻亲效
率。近三年，全市身份不明流浪乞讨人员
信息核实准确率为 100%，护送返乡率为
100%。

悉心照料，大爱寻亲——男子走失16年后与家人团聚

去年 12 月下旬，甬城寒潮来袭，气
温骤降。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在开展

“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中发现有个
露宿男子裹着被褥蜷缩着睡在新江桥下。

“我叫吴新乐 （化名），江西人，身份
证丢了。”言语间，露宿男子面色苍白、
不停咳嗽。工作人员拿出额温枪为他测了
体温，显示 39.3℃。

“体温有点高，我们送你去医院吧。
天气那么冷，地上也很凉，你发烧了，在
这里打地铺不是办法啊！”工作人员说。

然而，吴新乐执拗地摆手、摇头，表
示不想麻烦工作人员。经再三劝说，他勉
强同意前往医院接受救治。工作人员立刻
联系了 120 救护车，将其送进医院。在吴
新乐被诊断为支原体肺炎后，工作人员为
他办理了住院手续，并安排护理人员悉心
照料。

“我快 60 岁了，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外

打工，这几年因为年纪大了只能以打打零
工或者流浪乞讨为生。确实想回家，之前
也有人送我回过家，但是在老家我没有亲
人，没房没地，没有生活来源，只能再出
来流浪。”吴新乐摇了摇头。

“吴师傅，你在这儿安心养病，过几
天应该就能出院了，回老家安顿的事情我
们帮你想想办法。”工作人员经过多方沟
通，与景德镇救助管理站和吴新乐户籍所
在地村委会取得了联系，协商帮助吴新乐
落实低保、医保等相关政策保障，期望吴
新乐返乡后基本生活有序衔接，能够安顿
下来。

2024 年 1 月下旬，吴新乐在工作人员
陪同下回到了户籍地。当地工作人员表
示，由于吴新乐还没有达到属地安置的年
龄要求，暂时无法帮助他安置在养老院，
但会尽快为他安排居所，补办身份证和户
籍，完善相关保障，并且会尽量给他安

排、介绍工作，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帮
助他自食其力。听到能够在老家安顿的肯
定答复，吴新乐心情激动，眼含泪水，紧
紧握着工作人员的手：“谢谢你们，如果
没有你们，我可能还住在桥洞里！”

据了解，为切实保障临时遇困人员人
身安全和基本生活,多年来市救助管理站
持续开展“夏季送清凉”“寒冬送温暖”
专项救助行动和常态化街面主动救助，加
大街头主动救助和关爱服务力度。根据“自
愿受助”原则，对经劝导不愿进救助站救助
的，送上御寒物资或防暑物品，发放救助宣
传册，嘱咐他们随时可到救助站寻求帮助；
对身患急病者，通过 120 或其他途径，将其
第一时间护送至定点医院进行救治；对愿
意返乡的，对接当地民政、街道等有关部
门，帮助协调落实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
会保险等相关政策，确保其能够安顿下来，
预防再次外出流浪。

寒冬送暖，回归稳固——露宿男子不再流落街头

一遍遍救助巡查、一次
次精心照料、一场场寻亲接
力、一代代技术升级，照亮
了遇困群众温暖回家路。

近年来，我市民政部门
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
工作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
切实践行“民政为民、民政
爱民”的工作理念，在关爱
救助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
工 作 中 积 极 探 索 、 创 新 路
径，不断完善救助管理服务
体系，全面提升救助服务水
平，切实维护生活无着的流
浪乞讨人员的基本权益，不
断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今年 6 月 19 日，是全国
第 12 个救助管理机构开放
日，我们通过宁波市救助管
理站这个“窗口”，感受甬城
救助的温度，让大家增进沟
通理解，更好参与，更多关
注 ， 携 手 关 爱 流 浪 乞 讨 人
员，让爱心涌动全城。

宁波各救助管理机构地址及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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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将两位少女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将两位少女护送返乡护送返乡。。

②②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为张老伯送餐。

③③王福思 （化名） 与母亲相拥而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