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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联动汇聚合力 提升共识呵护成长

市民政局温情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
族的希望。2022 年是党的二十
大召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
划承前启后之年，面对未成年人
的多样化需求，市民政局进一步
扛起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使
命担当，创新工作模式，加强源头
预防，强化保障服务，吸引专业社
会组织和专职社工力量促进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营造全社会关心
关爱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围，凝心
聚力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点亮六一点亮六一 共护未来共护未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融媒记者 何悦 胡美樱子

对于困境儿童，或许很多人的
理解就是家庭条件困难或受教育困
难的儿童。但事实上，困境儿童不
仅是指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就医、
就学等困难的儿童，还有因自身残
疾导致康复、照料、护理和社会融入
等困难，以及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
护不当遭受虐待、遗弃、意外伤害、
不法侵害等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或侵害的儿童。

目前，我市户籍人口有 62.2 万
人，18 周岁以下本地户籍未成年人
口 12.9 万人，占比 20.7%。为了努
力达到困境儿童帮助“一个都不能
少”，市民政局积极主动开展全面摸
底排查工作，一方面获取残联、婚姻
登记、低保及低保边缘家庭儿童、服
刑人员子女等数据；另一方面，运用
多部门数据比对、走访调查、专项排
查等手段，掌握孤儿、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孤儿助学项目
保障对象等困境儿童群体底数。

现在，我市已经初步建立困境
儿童兜底保护网，及时纳入新发现
的困境儿童并给予关心关爱，给予
生活补贴。同时，市民政局还为户

籍在永康但生活在省外的困境儿童
专门开展“跨省通办”业务，确保帮
助不遗漏。

疫情防控期间，市民政局还第
一时间开展因疫情导致监护缺失情
况的儿童摸排工作，确保儿童群体
均有监护保障。“我们对全市现有的
困境及留守儿童建立定期巡查探访
机制，在开展巡查走访的同时建立
一人一档，实施动态管理，并根据不
同的情况，进行分类实施保护，开展
精准帮扶，保障他们的健康成长。”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在帮
扶工作中，市民政局通过市、镇、村联
动，织密纵向网格，通过政、社、企联
动织密横向网格；撬动社会多方力量
支持，不断完善队伍建设、阵地建设。

据统计，去年我市发放困境儿
童基本生活费及节日补助550.54万
元，发放困境儿童助学款 108 万元，
关爱活动资金 143.9 万元。今年 1
月，市民政局还与阳光爱心社联动开
展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新永康人企
业员工子女及福利院集中供养孤儿

“暖冬行动”，共派发新春大礼包793

个，为他们送去社会暖心的关怀。
值得一提的是，市民政局组建了

一支“1+16+425”儿童工作队伍，即
1个儿童关爱保护的专门机构（市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16 个镇（街
道、区）儿童督导员，425名村（社区）
儿童主任。这支队伍实现了覆盖到
边、纵横到底，确保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有效落实，着力提升服务水平。

“在我们村，有一个儿童之家，
基本每天都开放，可以让村里的儿
童来这边看书、画画，开展各类活
动。”西溪镇柏岩村儿童主任黄海珍
从事关爱儿童工作已有些年头。她
介绍，除了日常关心关爱村里的儿
童外，她还会针对村里的困境儿童
开展排查，以及每个月不定期上门
走访慰问，实时关注他们的家庭生
活和学习情况等。

“儿童主任是儿童福利和保障
工作‘最后一公里’的‘站岗人’，守
护困境儿童健康成长是我们的职
责。”黄海珍如是说。去年，她还为
村里的困境儿童提出添置书桌、台
灯等物资申请，切实把帮扶工作落
实到需求上。

为提高全社会保护未成年人意识，营
造浓厚关爱氛围，市民政局以“未保宣讲
月”及“党员干部入户（企） 民政为民（企）
办实事”活动为契机，广泛发动儿童督导
员、村（社区）儿童主任及社会组织积极参
与，通过入户、入企、走村（社区）等方式，大
力宣传新《未保法》、儿童福利政策及儿童
自我保护知识。2021 年至今，市民政局已
开展宣讲 40 场，共发放新《未保法》及福利
政策相关宣传资料 1.5 万余份，受益群众 2
万余人，提升了新《未保法》的社会知晓率
和群众参与度。

“新《未保法》专门增设‘政府保护’章
节，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政府在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中的职责，民政部门的主要职责
任务更为清晰。”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通过立法规定，那些密切接触未成年人
的机构或人员需及时报告未成年人利益受
到侵害的义务，这项法规被称作未成年人
保护的强制报告制度。报告内容包括性侵
害、身体侵害、忽视（儿童被抛弃、长期无人
监护）、拐卖儿童（儿童失踪、被拐卖、被收
买、被教唆乞讨等）以及其他情形。

强制报告制度中的身心健康受到侵害
涵盖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未成年人精神
受到侵害的行为被明确纳入强制报告范
围。同时，其定义的侵害包括实际形成的
侵害和可能受到侵害的危险，有利于防患
于未然。

“强制报告制度之所以带有强制二字，
是因为发现儿童侵害案件第一责任人，必
须承担报告工作，受理举报机关对强制报
告责任人进行保密。”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推行强制报告制度，是提高公众
儿童保护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必要举措，希
望大家不做暴力打骂儿童的家长，不做事
不关己的邻居，不做犹豫不决的儿童工作
者，对疑似侵害儿童的情况，多看几眼、多
问几句、多做一点，从旁观者转变为主动保
护者，在全社会充分形成关爱儿童、保护儿
童的良好社会氛围。

营造宣传氛围
推行报告机制

5 月 31 日，“点亮六一 共护未
来”主题宣传活动在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启动。副市长何丽平，市民政
局党组书记、局长周秋旭，市民政局
党组成员黄毅，市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周立波，市关工委专职副
主任王晓芾，团市委副书记郎华鑫，
市妇联党组成员朱红丹，各镇（街
道、区）民政相关负责人，受捐助困
境儿童及家长代表和志愿者参加。

据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新

《未保法》”）于2021年6月1日起施

行。在新《未保法》施行一周年之
际，市民政局联合多部门启动“点亮
六一 共护未来”主题宣传活动。在
接下来一个月时间里，市民政局将
在各镇（街道、区）开展新《未保法》
宣讲，各村（居）儿童主任、社会组织
将开展困境儿童入户探访——“小
脚丫关爱行动”，以多种载体、线上
线下并进的形式，进一步推动未成
年人保护理念深入人心，促使全社
会形成关心关爱未成年人的良好氛
围，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权益。

仪式现场，与会领导将书包等

文具赠与困境儿童，困境儿童家长
代表向政府部门和各级社会团体以
及爱心人士致谢，并表示会教育好、
引导好自己的孩子，不辜负政府部
门、社会团队和爱心人士的支持和
帮助，让孩子成长为对社会有价值
的人，并且回馈社会。

“让每个儿童健康成长是政府、
社会、家庭共同的责任，我局将继续
秉承‘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理念，把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摆在重要位置，
切实履行好牵头职责。”周秋旭说，
下一步，该局将进一步优化队伍，夯
实力量，努力打造适应新发展阶段
的高素质儿童保护工作队伍；进一
步强化阵地，建实站点，推动市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实体化运行，提
高各镇（街道、区）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站覆盖率；进一步强化数字赋能，
创新场景，积极做好金华未成年人
保护“金保未”应用的配套制度创新
及特色子场景试点建设，推进未成
年人保护机制创新与完善，强力打
开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新局面。

点亮花朵希望 共护健康成长

遇到出现需要强制报告的情况，
可以向公安机关当面报告；紧急情
况，可以使用公安机关 110 报警平
台、人民检察院12309平台或者未成
年人保护热线12345平台举报。

重要提醒

政府社会共建 儿童共享温暖

与会领导为困境儿童发放爱心礼包与会领导为困境儿童发放爱心礼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