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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 19 日是第

13 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

“开放日”，活动主题是

“织密救助网络，筑牢

安全底线”。该主题在

宁 波 已 转 化 为 生 动 实

践。

近年来，我市全面

落实民政部、省民政厅

开展救助管理区域性中

心 试 点 工 作 的 部 署 要

求，聚焦街面巡查、寻

亲甄别、接收送返、源

头治理、业务指导五个

关键环节，统筹盘活全

市救助管理资源，建立

健全工作机制，创新打

造“五维共助”体系，

使救助管理服务的精准

性和人文关怀得到持续

提升。

元宵节这天，漂泊流浪二十
年的李某终于踏上返乡之路，在
山东菏泽老家顺利安顿下来。这
一团聚的背后，源自我市“主动
发现、协同处置”街面巡查机制
的持续完善。

春节前夕，露宿街头群众的
安危冷暖，令人牵挂。宁波市救
助管理站联合江北区外滩街道、
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在桥洞下
发现了多次拒绝救助的李某。经
过工作人员锲而不舍的劝说，他
勉强同意前往医院。春节期间，
工作人员多次探望，送去水饺、
水果等慰问品，与他促膝长谈。
经过连日来的反复开导，他最终
同意返乡。

根据李某提供的信息，宁波
市救助管理站多次联系菏泽市救

助管理站、牡丹区民政局和李某
户籍地镇政府，商讨救助事宜。
当地高度重视，承诺帮助李某办
理身份证并恢复户籍，让他能享
受相应的社会兜底保障政策，并
安排他入住福利院。

返乡当天，工作人员悉心陪
李某理发、购置新衣，一路护
送。当李某踏入老家村委会大
门，看到大哥和乡亲们热情相
迎，眼眶瞬间湿润。

通过强化部门联动、主动发
现、社会参与，我市全方位构筑
街面巡查网络体系。

健全部门联动机制，市救助
管理站与公安、综合行政执法等
部门以及医疗机构紧密协作，构
建快速应急响应机制，强化极端
天气等特殊时期的主动会商、协

同巡查。
优化主动发现，市、县两级

救助管理站开展常态化街面主动
巡查，各区（县、市）组织乡镇（街
道）、村（社区）定期摸排。设立《街
面救助工作台账》，推行巡查报送
制度，加强信息共享，全面构建城
乡一体化四级救助网络。同时，探
索将流浪乞讨人员发现救助工作
纳入平安建设考核内容，进一步
推动责任落实。

社会多方参与，推行“政府
救助+社会帮扶”模式，调动社
会资源如“宁波市甬尚慈善社工
服务中心”等社会组织参与救助
巡查，全市设立“福彩、救助爱
心引导点”点位 130 家，进一步
加大社会面发现力度，形成多元
参与的救助格局。

完善主动发现机制 织密街面巡查协同网络

来自河南的新宁波人徐先生
找到了失散 10 年的母亲。让他倍
感温暖的是，在这 10年间，老母亲
在宁波市救助管理站的帮助下得
到了悉心照料，如今身体状况良
好。

这又是一个暖心的团圆故
事。据统计，2023 年至今，宁
波市救助管理站已帮助全市 18
名已安置人员和近百名身份信息
不明的受助人员找到户籍信息，
新增无身份信息受助人员的核实
准确率更是达到了 100％。

这背后，得益于“传统手
段+科技力量+社会资源”的协
同模式，通过精准排查线索，建
立了高效的身份甄别服务体系。

传统要素聚力寻亲，整合全
市资源，优选骨干力量组建“甬
团圆”寻亲工作室，在全市范围

开展身份不明的受助人员及已落
户安置人员的寻亲甄别工作。

科技赋能助力寻亲，综合运
用人脸识别、DNA 血样比对、
户籍信息核对等技术手段，提升
寻亲工作的精准性和时效性。与
市级公安机关建立协作机制，由
市 救 助 管 理 站 帮 助 各 区 （县 、
市） 站提级查询全国人口信息
库，进一步提升寻亲效能。

社会力量合力寻亲，深化与
“缘梦寻人”“抖音寻人”等全国范围
内各类公益组织和团队的合作，扩
大寻亲覆盖面，提高寻亲成功率。

同时，发挥统筹协调作用，
着力攻克护送信息对接、市内接
收中转、照料服务转介过程中的
难点、堵点与痛点，实现接收送
返中转工作的便捷高效。

破解护送对接沟通难点，宁

波市救助管理站加强与全国各地
救助管理机构的协作配合，主动
帮助各区 （县、市） 站在跨省接
送受助人员过程中开展信息对
接、疑点核查等工作。

打通接收中转长途堵点，统
筹协调返甬受助人员的接收送返，
对全国其他救助管理机构在执行护
送任务过程中因距离远任务重无
法直达目的地的，由宁波市救助管
理站中转护送，或协调各区（县、
市）站至市救助管理站现场交接。

补齐临时照料服务短板，进
一步发挥宁波市救助管理站离铁
路宁波站近的地理优势，与各区

（县、市） 站建立照料服务转介
机制，2024 年接收 28 名由各地
已帮助购票且需在宁波中转的困
难群众，为他们提供临时过夜服
务和返乡便利。

健全寻亲长效机制 建立接收送返中转枢纽

经过甬温两地救助管理机构
的通力协作，在温州流浪靠捡拾
破烂为生的 60 多岁甬籍男子竺
某回到了老家。

“他没有组建自己的家庭，唯
一的亲人就是兄长。因存在智力
障碍，始终难以通过劳动获得收
入。”当工作人员将竺某护送到老
家村委会的时候，当地村干部说，

“算上这次出走，从 2011 年开始
已外出流浪 9 次了，每次不是救
助站送回来就是我们派工作人员
接回，但没住多久他又会出走。”

村干部的一番话，萦绕在宁
波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的心
头。一个月后，他们再次来到竺某
的住所开展回访。在了解竺某的
困境后，市救助管理站主动联系
当地相关部门，为竺某量身定制

了帮扶方案。不仅协助他办理了
残疾证和补贴申请，还完善了低
保待遇，确保基本生活无忧。

考虑到竺某需要日常照料，
工作人员多次走访协调，最终说
服其堂哥接纳同住。在各方温暖
接力下，竺某的生活终于有了着
落。

为帮助流浪乞讨人员回归家
庭、融入社会，从源头上预防和减
少流浪乞讨现象，我市持续完善
回归稳固机制，统筹推进受助人
员源头治理工作。

完善信息搭建，建立“本市易
流浪走失人员信息库”，将精神障
碍患者、肢体和智力残疾人员、反
复流浪乞讨人员等纳入信息库，
实现“一人一档”动态调整。

实施分类管理，制定《“三色

预警”返乡受助人员回访制度》，
综合考量返乡流浪人员的监护情
况、生活保障水平、健康状况、心
理状态、亲友支持力度、社会交往
状况以及政策待遇落实程度等 7
项关键指标，采用百分制量化评
估方式。依据评估结果，按照“红
橙绿”三色，对不同风险等级人员
实施定期回访。

开展跟踪回访，由市救助管
理站和区（县、市）站组建帮扶小
组，通过深入了解返乡流浪乞讨
人员的家庭状况，提供政策咨询，
协调有关部门帮助办理相关证
件、申请低保特困及其他救助福
利，联合政府力量、发动社会力
量，协同做好“源头治理”，确保易
流浪走失人员返乡后“留得下、稳
得住、过得好”。

创新“三色预警”模式 搭建源头治理协作中心

我市推进“下沉指导+
专业评估+服务拓展”，实现
救助管理工作系统性提档升
级。

落实下沉指导。开展全
市救助管理机构培训赋能行
动，由市救助管理站每月派
遣 业 务 骨 干 下 沉 区 （县 、
市） 站，针对系统操作、档
案管理、寻亲甄别等关键环
节开展交流指导，加强救助
管理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
解读，帮助区 （县、市） 救
助管理工作队伍精通掌握政
策、补齐能力短板、提升服
务质量。

开展评估检查。抓实宁
波“平安一键督”基层治理
平台应用，市救助管理站联
合第三方消防安全专业评估
机构定期对各区 （县、市）
站开展安全检查，查找风险
隐患，对易发多发问题实行
标准化、即时化处置。推动
各区 （县、市） 站每年至少
2 次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应急
演练和消防安全培训，通过

“专业培训+模拟演练”方
式，有效增强机构内职工消
防 安 全 意 识 和 风 险 应 对 能
力。

拓展服务内容。针对救
助对象的不同需求，探索将
过去浅层次的食宿、购票等
基础临时救助深化为基础帮
扶、链接资源、融入社会等
多维度、深层次救助，逐步
探索打造“临时救助、基础
帮 扶 、 助 力 就 业 、 实 现 自
救”的圆梦救助服务平台。

（王 佳）

强化服务指导能力
打造救助业务提升平台

记 者 王 佳
通讯员 甬珉宣
本版照片由市民政局提供

①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
员回访甬籍返乡人员。

②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劝
导流浪乞讨人员接受救助。

③市救助管理站提供心
理辅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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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

对于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
而言，高温天气会加剧他们的生存
困境。去年夏日，因工作受挫陷入
困境的外来务工人员小谢，在市救
助管理站找到了酷暑中的一片清
凉。

当小谢抱着行李来到救助站的
门口，工作人员立即招呼他进入站
里避暑，并上前询问：“您是遇到
困难了吗？需要我们帮助您些什么
呢？”小谢坦言自己工作被辞、无
钱返乡的困境。工作人员第一时间
安慰他，随后详细核对身份信息和
求助需求，并按政策办理入站手
续。

小谢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
男救助区，房间里早已更换好夏季
凉席凉被，配有空调设施，洗漱用
品等一应俱全，小谢洗去疲惫，换
上市救助管理站提供的干净衣物，
在餐厅安心用餐。

工作人员了解到小谢因务工受
挫，便安排站内专职社工老师对他
进行心理疏导，缓解情绪。

下午，工作人员为小谢拿来了
返乡的乘车凭证，临行前还准备了
食品包和防暑用品，并派车护送他
至火车站，确保其顺利登车。

日前，我市今年“夏季送清
凉”专项救助行动如约而至。

据悉，民政部门将与气象部门
密切沟通，及时关注气象预警，联
合多部门开展街面巡查，在极端天
气发生前后加大重点区域、重点人
群巡查范围和频次，前置救助关
口，方便临时遇困人员应急避险。
同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提供求助
线索，健全快速响应机制，进一步织
密救助服务网络，保障受助人员人
身安全和基本生活。（王 佳）

“夏季送清凉”
专项救助行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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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未成年人提供关爱型服务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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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疾病
及时送医救治、帮助与其亲属联
系、提供返乡的乘车凭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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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障人员时，为防止外出
时走失，请在其衣服口袋里放上写
有家人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的纸
条，以便联系。当其走失时，请及
时报警求助。 （王 佳）

救助管理服务
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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