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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救助管理站：
巧用“五结合” 织密“救助网”
本报讯 (记者 何高峰 )

7 月 11 日，记者从开封市救助
管理站获悉，该站以“中心站”
和基层“临时救助点”建设为
架构，以“五结合”救助管理模
式为主干，织密的“救助网”，
破解救助管理站对流浪乞讨
等各类临时遇困人员的“单兵
作战”局面。

常态化巡查和专项性救
助相结合

该站将常态化日常巡查
和长效化专项救助紧密结合，
在救助时效上最大限度实现
“早发现、早救助”。

该站健全日常巡查值班
制度、节假日值班制度和专项
救助管理制度，将站内巡查车
辆和人员编组排班，组建街头
日常巡查小组和专项行动工
作专班，实现平专救助的快速
转换以及巡查频率、人员配备
的律动调节。在“寒冬送温暖”
和“夏季送清凉”等专项救助
行动期间， 将“三重一特殊”
（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人
群，极端天气、节假日等特殊
时间节点）的日常救助工作融
入专项行动，实现常态化救助
与专项化救助的无缝衔接、相
互耦合。

地毯式排查和关键点监
测相结合

该站依托双重预防体系
和机制，在各临时救助点辖区
范围内实施分类管理、主动排
查、追踪保护，将“两张图”和
“两张网”叠加，在巡查空间上
“不留死角、不漏一人”。

“街头巡查路线图”和“重
点区域巡查示意图”是该站工
作人员人手必备的两张图。他
们对辖区内所有可能出现流
浪乞讨人员的街道、 社区、商
场、楼宇等进行标注，并对重

点区域、重点人群、重点时段
给予重点关注，确保巡查全覆
盖、重点不遗漏。

“横向到边”的联合排查
网与“纵向到底” 的市、县
（区）、乡镇（街道）、村（社区）
四级联动救助网络，发挥了属
地人员的主动性，增强了街面
巡查力量，提高了救助管理工
作效率，进一步织密筑牢了救
助保障网。

集中式管理和开放式寻
亲相结合

开封市坚持全市救助管
理工作“一盘棋”，实现了集中
式管理和开放式寻亲的高效
衔接、无缝对接。
该站集中接收照料各县（区）
的长期滞留受助人员， 实现
“人员、服务、信息”等全要素
的市、县一体化集中管理。 同
时，强化系统内部协作，将寻
亲服务优势横向全国、纵向县
（区）辐射，为县级救助管理机
构的 80 名长期滞留受助人员
成功寻亲 50 人， 帮助他们回
归家庭、回归社会。

此外，加强与公安部门的
“警站合作”，长期滞留人员不
出站就能完成信息核查、比
对，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
寻亲成功率已达 95%以上。

标准化建设和个性化服
务相结合

近年来，该站紧扣新时代
救助管理工作需要和受助人
员个性化诉求增多的实际，制
定相关标准文本 191 项，建立
健全了法律法规、 通用基础、
服务保障和服务提供四类标
准化体系，实现救助事务标准
全覆盖，并以此推动救助管理
全流程智能化提升。

标准化建设的推进和智
能化改造，为个性化服务的实

现提供了可能。窗口服务标准
化提升了来站求助、电话联络
和来访寻亲受理业务的及时
性；照料服务标准化为不同性
别、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受
助人员提供精准精细的照料
服务；寻亲服务标准化则助推
寻亲成功率稳步提升。

专业化帮扶和社会化共
治相结合

救助管理工作重点在街
头救助，难点在回归安置和源
头治理。 开封市创新工作模
式，以救助管理工作人员的专
业能力叠加社会力量的信息
收集反馈能力，推动实现专业
化救助和社会化共治相结合
的救助闭环。

该站充分发挥智慧城管、
爱心人士在流浪乞讨人员快
速发现方面的作用，在接到平
台通知和热线电话后，迅速赶
到现场提供专业救助；借助乡
镇（街道）、村（社区）工作人员
和村（居）民的力量，设立临时
救助点，备齐救助物资，为流
浪乞讨人员提供应急性、过渡
性的救助帮扶。

该站还制作送达了 1000
余封《关于源头治理流浪乞讨
人员局限困境提示函》， 协助
返乡受助人员回得去、 留得
下；建立返乡受助人员信息台
账、易走失人员信息库及重复
流浪人员信息库，将返乡受助
人员信息反馈给流出地救助
管理机构，对易流浪走失人员
进行动态管理，减少反复流浪
现象。

开封市救助管理站党支
部书记、站长张瑞介绍，近年
来，开封市平均每年救助流浪
乞讨人员 2500 余人次， 实施
危重症医疗救助 100 余人次，
帮助 400 余名受助人员返乡
与家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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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何高峰) 7 月 10 日，记者从开
封市儿童福利院（中国开封 SOS 儿童村）了解到，村里
的小凤(化名)收到了河南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这是村里培养的首个研究生。

2014 年，13 岁的小凤因家庭变故失去了亲人。 在
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下，她来到了中国开封 SOS 儿童
村，进入了 5 号家庭，由妈妈胡杰养育。

初到陌生环境，小凤时常感到孤独落寞，少言寡
语。 胡杰耐心与她交流，细心引导，在饮食起居和生活
学习上给予她无微不至的照顾。 村长“妈妈”也经常到
家庭，关心小凤的生活起居和学习情况，鼓励她安心
快乐地在村里生活。 在家庭的温暖呵护下，小凤逐渐
适应并融入了这个大家庭。

同时，村里积极协调，确保小凤能接受最好的学
校教育。 胡杰和工作人员及时跟进小凤的学习情况，
遇到问题及时通过家校沟通解决。 在学习压力大时，
社工及时为小凤开展心理疏导和心理健康教育，帮助
她调整好情绪状态，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小凤刚来儿童村时，学习成绩不太好。 胡杰每天都会陪着她做题、
补课。 在胡杰的鼓励引导和村长“妈妈”的关心支持下，一度不想读高
中的小凤找到努力的方向，开始卯足劲学习，成绩也不断提升。 在学习
之余，小凤还积极充当村里的“助教老师”，耐心为其他弟弟妹妹辅导
功课，激励他们好好学习。

经过不断努力，小凤从专科学校读到了本科学校，又成功考上了
河南大学研究生。 在此期间，她还多次获得学校的奖学金、优秀学生干
部、优秀毕业生等荣誉，并在专科期间光荣入党。

小凤告诉记者，非常感激胡妈妈和村长“妈妈”，在她十年的成长
历程中，她们始终陪伴激励着自己，见证了自己的成长与蜕变，成为自
己人生路上筑梦、追梦的坚韧力量。 会努力完成学业，积极回报儿童
村。

开封市儿童福利院院长徐曼曼表示，中国开封 SOS 儿童村秉承一
切为了儿童的理念，坚持以抚养、教育、管理为重点，以家庭化养育模
式弥补儿童在成长道路上的亲情缺失，以多元化教育促进儿童全面发
展，以标准化管理提升服务质量，为无数儿童构筑了温馨家园，撑起了
爱的蓝天，助力儿童实现生命的华丽蜕变，续写人生的精彩篇章。

临时救助点全覆盖 构建救助服务新网络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序) 连日来，我市夏日经济

持续升温的同时，一组组身着制式马甲、佩戴印有“救助
管理”字样红袖章的工作人员，正行进在大街小巷、小区
楼栋乃至城市的犄角旮旯之间，将一张张宣传资料和联
系卡发放给市民与游客。

这些工作人员来自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群体，但他
们同属一个新机构———临时救助点，都为在汴人员提供
临时救助服务。

在鼓楼区油坊社区，一块印有救助热线电话的“临
时救助点”招牌，醒目地挂在社区办公楼入口处。在一间
兼具办公和仓储功能的房间内， 整齐地码放着饮用水、
方便食品、四季服装、鞋袜以及被褥毛毯、简易帐篷等临
时救助物资。

“这些救助物资由市救助管理站统一配备。”油坊社
区临时救助点救助专员王单洁介绍，“临时救助点的设
置和救助物资的配备，帮助我们社区解决了一道难题。”
王单洁口中的难题就是如何向辖区发现的流浪乞讨及
临时遇困人员提供临时救助服务。社区是流浪乞讨及临
时遇困人员最主要来源地、发现地和劝返安置地，但救
助管理工作一直是社区乃至城乡救助管理工作的重点、
难点和堵点。如何最早发现、最快处置、最优安置需救助
人员，更是关系市域内区域中心救助管理站职能发挥的
关键节点。

“临时救助点的设立，是解决社区在救助管理工作
方面难题的一个高效路径，也是夯实救助之基、畅通救
助渠道、织密救助网络的关键。”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
长李正勇表示。

据悉，今年 5 月落地实施的、嵌入社区的临时救助
点不仅是一个救助物资存放、救助政策宣传机构，也是
一个发挥社区网格员、物业、环卫工人以及居民主动发
现作用，将救助服务从社区延伸至景区、夜市、居民楼、
涵洞以及车站等场所的微型信息收集站，一个能为救助
对象提供快速判别、信息咨询、物资发放服务的微型服
务站。

像鼓楼区油坊社区这样的临时救助点，开封市区已
经建成运行的还有 20 处，规划建设还有 116 处。这些点
位覆盖市属 5 区所有街道办事处，全部镶嵌在基层社区
各类服务中心，辐射范围包括居民区、办公区、商业区、
景区以及夜市、车站、涵洞、工地等场所，能最大限度实
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关口前移设置临时救助点，进一步
优化了救助服务供给的路径。 ”市救助管理站站长张瑞
表示， 以往较为滞后的对因突发事件陷入生活困境、其
他社会救助制度落实前面临生活困境等各类临时遇困
人员的紧急救助体系，将因充足、有效的物资储备和供
给，逐渐完善为具备应急性、过渡性、便利性的救助庇护

服务体系，可避免因救助不及时出现的流浪乞讨或其他
恶性事件发生，从源头上实现有效治理。

与其他类别的临时站点不同的是，临时救助点提供
救助服务的工作人员并不“临时”，而是经过培训、专业
技术精湛的救助专员。

“全域化、全覆盖、嵌入基层式的临时救助点网络建
设，是省内乃至全国范围内的首次尝试。”市民政局党组
书记、局长高晓燕介绍，“通过前期的运行，目前各项职
能正逐步显现。 相信随着市救助管理站、区救助点和社
区临时救助点的上下联动、协同配合，一个更加专业、更
高质量、更有效率的具有开封特色的救助管理工作服务
体系将快速建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