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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长治市救助管理站二三事

爱心铺满救助路 温情脉脉暖人心

文/本报记者 张良 图/本报记者 张海

每一座美丽城市的背后，都有一群为此挥洒智慧与汗水的好人；每一个微笑和幸福背后，都有一段感人肺腑的故事。遇困人员

作为特殊困难群体，对他们的救助和帮扶，彰显着社会的温度。

今年7岁的闫某，在父母离异后与母亲、姥姥和姥
爷共同居住，母亲患有红斑狼疮，没有固定收入。闫某
无出生证明、无户籍、无学籍，家庭的窘迫让他面临着
生活与入学的双重难题。市救助管理站得知后，决定
为其开展救助服务。工作人员与闫某所在社区多次协
调沟通，历时7个月，不仅成功为闫某的母亲对接了求
助医院，还为闫某顺利办理了出生证明、户籍和身份
证。目前，闫某已正常入学，一家人的生活也逐渐步入
正轨。

今年12岁的李某，因基因遗传，有反应较慢、交流不
畅、理解能力低的表现。所在社区向市救助管理站求助
后，工作人员随即进行入户走访，由于其自身原因在原
学校存在课程跟不上、与同学交流有障碍等情况。基于
此，工作人员帮助李某到医院进行了智力鉴定，为他办
理了残疾证，并协调李某进入特殊教育学校就读。

市救助管理站除了救助街头遇困人员外，还有着
未成年保护救助工作的职能。近年来，市救助管理站
协同长治市惠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了“长相伴 致
未来”困境未成年人保护项目，为遇困未成年人的成长
保驾护航。

市救助管理站以项目为引领、社区为平台、社工为
支撑、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区志愿者为辅助、公益慈善
为补充，充分发挥联动作用。围绕遇困未成年人的生
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参与权四大权利原则，开展了

“雏鹰成长营”“安全号列车”“暖心行动”“小小领袖培
养记”“圆梦计划”五大板块关爱服务，覆盖我市潞州
区、潞城区、平顺县、沁县、黎城县、沁源县、武乡县、壶
关县等区县。

截至目前，市救助管理站针对未成年人保护救助
工作已建档1200余人，组织社区活动100余场、研学
系列活动9场、小组活动20个、假期成长营3期、宣传
活动10场、主题讲座15场、个案服务20个、累计服务
5000余人次，并针对重病、残疾等困境儿童开展入户探
访、温暖到家服务，共为30名遇困未成年人送去学习用
品与暖冬物品，为2名有课业辅导需求的遇困未成年人
进行了大学生志愿者“一对一”辅导陪伴配对，实现困
境儿童课业辅导的愿望……

据张雷介绍，在未成年人保护救助工作中，市救助
管理站开展了以自然体验、红色教育、本土文化为主题
的一系列研学活动，围绕居家安全、消防安全、防溺水
安全、网络安全、交通安全、心理安全开展的安全知识
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普法宣传活动，为重病、残疾儿童开
展“温暖到家”等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健全未成
年人关爱“保护网”，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市救助管理站将积极探索救助新模式、新路径、新
举措，以满足遇困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需求，持续提升
关爱救助服务遇困未成年人的工作水平，不断将温暖
传递给孩子们，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向纵深发展。

救助管理是一项“有温度”的事业。如果说，更
方便、更及时、更精准地为遇困人员纾难解困，体现
了救助管理的力度，那么，在救助过程中给予他们
关爱和关心，就是救助管理温度所在。

努力能把事情做成，用心能把事情做好，从一
天到每一天，从一步到每一步，努力让困境中的人
们切实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关怀，救助管理工作者
必须始终坚守岗位，尽职尽责。

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也是千家万户的事。把
救助这件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切实做到弱有所扶、难
有所帮、困有所助、应助尽助，兜住兜牢民生底线，不
断增强遇困人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近年来，市救助管理站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进救助管理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现代
化，切实发挥兜底线、救急难的托底保障作用，着力打造依法救助、精准救助、温暖救助体系，用实际行动谱
写出一曲曲温情动人的救助之歌，用心用情用力为我市救助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对于遇困人员而言，救助管
理站就如同黑暗中的一盏明灯，
为他们带来温暖与希望。

2月9日，市救助管理站的工
作人员例行巡查时，于东大街城
隍庙附近发现一名未成年人在街
头徘徊，细心的工作人员从孩子
来回张望的眼神中发现了异常，
便上前进行沟通。经询问了解，
15岁的小张家住沁县，前些天瞒
着父母来到市里玩耍，身上仅有
的钱花完后便无法回家了。工作
人员立即与沁县民政局（救助站）
取得联系，仅用半个小时就核查
清楚了小张的身份信息，并找到
其监护人。由于当天正好是除
夕，为了能让小张尽快回家与家
人过年，工作人员驾车将他送回
了家。待一行人返回市区时，已
是华灯初上。

今年11月起，市民政部门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寒冬送温暖”专
项救助行动，截至11月25日，市
救助管理站已救助遇困人员22
人，其中未成年6人。在专项救
助行动开展期间，市救助管理站
认真做好分析研判，加强风险预
警提示和动态监测，密切关注天
气变化和气象预警信息，及时启
动应急预案。同时，增加巡查频
次，扩大巡查范围，加大巡查力
度，对遇困人员实施分类救助、全

天候救助。过程中，工作人员对
在街头发现的遇困人员进行耐心
劝导并带回救助站进一步帮扶，
对不愿到救助站的对象发放告知
单并给予棉衣、食品等；站内工作
人员坚守24小时值班制度，救助
热线24小时畅通，确保对遇困人
员给予及时救助，让他们安全温
暖过冬。

救助管理相关工作不仅需要
救助工作人员尽职履责，还需要
加强工作人员的救助宣传意识，
尽量将预防遇困做在实际救助之
前。市救助管理站负责人张雷介

绍：“我们正在开展‘寒冬送温暖’
专项救助活动，无论刮风下雨还
是严寒酷暑，我们的救助工作从
不停歇。”

应救尽救是救助工作持续
坚守的原则，这不仅仅是一次专
项行动，更需要长期的坚持和努
力。市救助管理站在工作中持
续与社区、志愿者组织和机构合
作，积极开展救助工作，紧盯特
殊天气，加大救助力度，提升城
市温度，共同为弱势群体提供帮
助，让更多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和关怀。

“要问救助工作中最让人感
到欣慰的是什么，我认为是帮助
更多遇困人员顺利归家。”张雷感
慨道。

2023年2月6日，市救助管
理站接到群众电话，在火车站
广场有一名遇困人员。工作人
员迅速赶往现场，由于该男子
神志不清，无法正常交流，大家
决定先将其带回求助站。经市
公安局人口管理支队进行人脸
比对、身份核查后，该遇困人员
疑似河南安阳籍人。同时，工
作人员在救助管理系统发现其
曾在我省吕梁市救助管理站接
受过救助。在与吕梁市救助管
理站、河南省安阳市救助管理
站、河南省鹤壁市救助管理站
等单位和部门的多方努力下，
最终确认该男子为河南鹤壁籍
人，并成功联系到他的家人。
随后，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

驾车将该男子护送至河南省鹤
壁市救助管理站并完成人员交
接，一场跨省接力救助迎来了
温暖的结局。

2021年9月13日，我市高速
交警在武乡县境内巡逻时，发现
在高速路上独自行走的刘某。询
问其基本情况时，刘某表述不清，
无法正常交流。高速交警将其送
至武乡县民政局，相关部门在协
调之后将其送往市救助管理站，
工作人员按照工作规范流程，第
一时间为刘某进行了身体检查，
并帮其换洗衣物、安排食宿。

期间，工作人员多次尝试与
刘某沟通以获取更多信息，但由
于其存在精神障碍与智力残疾，
始终一无所获。工作人员与警
方取得联系，通过人脸识别、大
数据比对、信息核查等方式，最
终成功找到了刘某的家庭信息，
确认其为黑龙江鸡西籍人。随

后，市救助管理站经多方协调沟
通，决定护送其返乡。最终，行
程 2500 公里，历时 20 多个小
时，刘某顺利与亲属团聚。

从救助到寻亲，从寻亲到护
送，这样的场景经常在市救助管
理站上演。近三年来，市救助管
理站成功寻亲并护送遇困人员
700余人。“为遇困人员提供帮
助，让失散多年的亲人得以团
聚，是职责所在，也是我们最大
的愿望。”市救助管理站相关工
作人员说。

近年来，市救助管理站积极
与公安部门协作，通过人脸识别
等寻亲技术手段，实现了遇困人
员信息的实时共享和快速查询，
更加准确地了解遇困人员的身
份信息、家庭情况等，拓宽了寻
亲渠道。截至目前，通过寻亲技
术手段共助力20多名遇困人员
寻亲成功并顺利返乡。

四季有爱 救助不停歇

科技赋能 畅通返乡路

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帮助残障人士。

与爱“童”行 护航成长

记者手记

温暖无处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