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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

市民政局获悉，我市积极整

合资源，推进未保机构建

设，更好服务全市少年儿

童。目前，全市已建成 110

个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覆盖率达 95%，并建成了 7

所实体化运行的县级未保

中心，共设置床位 209 张，

覆盖率达 70%。  

近年来，市民政局牵

头印发了未保体系建设系

列政策性文件，加强对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统筹、

协调、督促和指导。按照

市、县（区）、镇（街）、村（社

区）4 级未保机构网格布

局，我市依托市救助站建

成市未保中心，设置床位

70 张。同时投入资金，建

成县级未保中心和镇街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并采

取“资源共享、一室多用”

的办法，建成了 144 个村

居儿童之家，确保工作有

人管、活动有依托。

同时，我市在队伍建

设上突出“专”，为未成年

人保护机构聘请有专业资

质的工作人员，全市 1164

个行政村、216 个城市社

区均配备了儿童主任。先

后组织举办儿童主任及督

导员全员化培训 52 次、示

范化培训 4 次，有效提升

了基层未保工作人员巡查

探访、发现报告、转介帮扶

等能力。

社会工作者陪伴未成年人阅读

织密健康成长防护网
——陇县构建大未保工作新格局小记

近年来，陇县聚焦未成年

人事业发展，坚持系统谋划，

不断健全组织机构，协调多方

支持，推动县儿童福利院向县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转型

升级，有力促进了全县儿童福

利和未成年人保护事业高质

量发展，全力构建“大未保”工

作新格局。

“大未保”格局是什么？记

者了解到，其实就是未成年人

事业发展的转型升级。陇县从

机制转型开始，成立由县政府

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未保工作领

导小组，建立个案会商、权益督

查等工作机制，出台相关文件。

同时在2021年 12月成立了陇

县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该

中心在做好原县儿童福利院在

院孤儿集中养育工作的同时，

将工作重心向全县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工作转移，承担起了未

成年人救助监护、工作指导、法

律援助等职责，实现了由管理

一所儿童福利院向指导关爱全

县未成年人的变革。

“我们构建‘大未保’格局，

推动工作提质增效，全方位完

善联保网络，为未成年人织密

防护网。”陇县民政局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他们主要构筑了“六

大保护”防线，包括家庭保护、学

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

府保护、司法保护，并开展护苗

行动，精准实施兜底保障行动，

因户因人施策，对18周岁以下

智力、精神及三、四级残疾人落

实护理补贴。引导社会组织开

展帮扶行动，动员多家慈善组

织，为困境儿童捐赠物资。为未

成年人撑起“爱心伞”，让他们感

受到社会各界的温暖。

如今，陇县 109 个村（社

区）均设置儿童主任、网格员、

志愿者，未保工作队伍实现了

全覆盖。

快乐之家
——千阳县城关镇西新区社区开展未保工作小记

“张妈妈，今天儿童之家

吃什么好吃的啊？我妈妈不

在家，我想过来吃饭。”“孩子，

爸爸今天不能接你放学，你先

去社区儿童之家找张老师。” 

孩子和家长所说的张妈

妈、张老师，是千阳县城关镇

西新区社区党支部书记、居

委会主任兼儿童主任张艳

艳，他们社区的儿童之家就

是整合资源建设的集儿童活

动、儿童家庭教育、临时看护

等于一体的综合平台。  

为解决好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托管问题，西新区社区

把为未成年人提供服务作为

社区基层治理的重点，努力

为上班族解除后顾之忧。为

了使“儿童之家”的建设更规

范化、运行更专业化，更符合

儿童的需求，社区按照资源

共享、阵地共建、合力服务群

众的要求，充分利用社区妇

女之家、党（团）员活动室、

图书阅览室、文化活动室、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等机构，打

造促进辖区儿童成长的快乐

之家、温暖之家。为了做好服

务，社区工作人员入户收集

留守儿童信息、了解儿童心

理需求，精心设计活动，举办

“梦想起航 快乐成长”文艺

汇演、非遗剪纸等主题活动。

针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

特殊情况，社区儿童之家除

了提供课后辅导，还组织开

展剪纸、绘画、亲子阅读、游

戏等课余活动，以及“微心愿

征集认领”等活动，帮助留守

儿童实现小愿望。

西新区社区将不断强化

工作举措，坚持做实做细各

项关爱保护措施，全力保护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大幅

提升辖区儿童的安全感、满

意度和幸福指数，用浓浓关

爱守护“童”心。

如何发挥好社会工作机

构的作用，为困境儿童点亮一

片天空？陈仓区民政局通过

多元支持策略、专业力量驱

动、多层聚力干预三大举措，

为困境儿童构建了全方位、多

层次的关爱保护体系。

多元支持策略就是根据困

境儿童及其家庭的不同类别和

需求，精准适度制定帮助策略。

比如，慕仪镇有一名家庭困难

的残疾儿童，区民政局就根据

他的需求，提供相关康复教育

器材，并帮其购置生活物资、学

习工具等物品。专业力量加持

是引入社会工作师、心理咨询

师、康复治疗师等专业力量，与

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形成合力，

催生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成员的

内驱力，助其发掘自身潜力，实

现自身及家庭的改变和发展。

多层聚力干预是将心理保护、

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

等资源整合，建立互助支持小

组、提升自我保护意识。

“帮助困境儿童，最重要

的就是动员各方力量。我们大

力推动社工服务，让各方发挥

出力量，齐心协力为孩子们撑

起一片天。”陈仓区民政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还开

展儿童友好社区创建活动，动

员社区群众及困境儿童、家长

积极参与，依托社区、社会组

织、社区志愿者、公益慈善力

量等多方资源，以趣味游戏、

才艺展演、未成年人保护有奖

问答的方式，营造和谐友爱的

氛围，增强困境儿童的社会归

属感。

近年来，陈仓区建立区镇

村社工（总）站（室），形成了三

级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实施了

一系列精准有效的关爱保护

措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

效。2022 年，陈仓区被省民

政厅评为“五社联动”试点工

作优秀县（区），虢镇街道办事

处被评为乡镇（街道）省级试

点“优秀单位”。

今年春节前，市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中心（以下简称“市未

保中心”）工作人员在一次走访

中了解到，由于家庭特殊原因，

陈仓区有两名困境儿童，萌发了

逃学外出挣钱的想法。工作人员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及时对这两

名儿童进行了心理疏导，并与其

监护人沟通，首先解决监护不足

的问题，其次联系学校心理教师

和儿童之家的社工，定期为这两

名儿童开展心理疏导工作，帮助

他们改变心态、回归校园。

今年以来，市未保中心本

着以人为本、循序渐进的宗旨

与受助对象沟通，了解困境未

成年人的基本情况后，优先解

决他们的食宿问题。在保障物

质生活条件后，耐心倾听未成

年人的心声，通过专业的社会

工作方法，逐渐引导 30 余名

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回归校

园、回归家庭。

今年，按照《关于加强困境

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工作的

指导意见》要求，市未保中心切

实把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

务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完善工作体制机制、强化关爱

服务措施、提升关爱服务水平、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心理

健康监测，为有需求的儿童分

类制定心理关爱方案，提供心

理辅导、情绪疏导、心理慰藉等

帮扶服务，更好促进困境儿童

健康成长。同时，市未保中心还

走进校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辅

导，由专业心理讲师进行疏导，

社工以游戏的方式开展灵活多

样的融入活动，帮助困境儿童

打开心扉、解开心结。

据市未保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下一步，他们将着力开

展困境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帮

扶关爱保护工作，从物质型救

助向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帮扶

发展，健全心理危机干预处置

机制，积极探索困境儿童心理

健康关爱服务新方法，照亮每

一个孩子前行的路。

“让所有孩子都能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温暖，有一个幸福

美好的童年。”这不是一句口

号，而是市儿童福利院一直以

来的坚守。盛夏时节，记者走

进市儿童福利院采访，看看特

殊儿童在这里是如何得到悉

心治疗和精心照料的。

市儿童福利院下设的宝

鸡儿童康复医院，是一所集脑

性瘫痪、智力障碍、孤独症儿

童康复以及特殊教育于一体

的二级专科儿童康复医院，主

要开设运动治疗（PT）、作业

治疗（OT）、言语治疗（ST）、中

医经络推拿等 30 多种康复项

目。除了帮助福利院的儿童做

康复治疗，也承担社会残疾儿

童的康复治疗。此外，他们还

依托各县区残联，为符合条件

的肢体和智力残疾儿童、孤独

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基本实

现应救尽救。 

“我们今天出院了，我家

孩子进步挺大，谢谢你们这段

时间的照顾！”说话的是在宝

鸡儿童康复医院治疗的患儿

家长。住院半个月，宝鸡儿童

康复医院不仅为这名患儿进

行了专业的康复治疗，还提供

了各项帮助，每天吃饭的花销

不到 10 元钱，住院治疗的费

用除了享受医保政策外，院内

还进行补助，就是为了减轻患

儿家庭的经济负担。

市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由于这些特殊儿童

康复周期长，对于其家庭来说，

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都很大，

所以他们在人文关怀上下功

夫，在医疗费用上应减尽减，让

来该院治疗的儿童及家长倍

感亲切和温暖。同时，市儿童福

利院还长期坚持对社会家庭

进行回访，对曾经康复治疗的

儿童进行帮助。前不久，他们就

前往扶风回访了 8 岁的小雨

（化名）。小雨患有多种先天性

疾病，家庭生活困难，曾在该院

康复治疗过一年，后来由于各

种原因没有继续。此次，工作人

员带着专门为小雨申请的矫

正鞋和慰问品上门回访，了解

小雨的情况后，指导家长进行

家庭康复。“我们对每名治疗过

的儿童都坚持回访，定期组织

专业康复师进行上门康复评

估，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和康复

训练上的困难。”工作人员说，

为丰富儿童的康复治疗生活，

他们还会定期带领儿童参加

各种社会融入活动，助其了解

和参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节

日，让孩子们能早日回归社会。

对于这些特殊儿童的家长

来说，每一次康复治疗都承载着

家长的期望。为了提高康复治疗

效果，市儿童福利院采取的是

“康教医”一体化的治疗方式，以

儿童存在的问题为导向，精准识

别、精准评估、精准施案，综合评

估儿童发育行为，制定适合不同

发育阶段的综合提升服务方案，

全面促进残疾儿童身心发展，打

造残疾儿童“康教医”融合发展

的“宝鸡模式”。

据统计，市儿童福利院已

先后为 800 余名院内及社会

残疾儿童提供了康复救助，康

复总有效率达 98% 以上。宝

鸡儿童康复医院也先后被确

立为“民政部明天计划脑瘫康

复训练示范基地”“全省首批

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省

级康复特教示范基地”“宝鸡

市健康医院示范单位”“扶残

助残先进单位”“发展残疾人

事业优秀康复机构”等。

医护人员利用器具对儿童进行康复治疗

（本版稿件由本报
记者李一珂采写）

保驾 航护编者按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
的热切期盼。近年来，市民政局坚持把儿童
福利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作为保障民
生、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重要内容，扎实履

行民政兜底保障职能，积极发挥市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协调作
用，以暖心的举措、有力的行动，全力守护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与爱“童”行  守护成长
——市儿童福利院发展儿童福利事业纪实

陈仓区民政局

社工服务为困境儿童点亮希望之光

未成年人保护机构配备了有专业资质的工作人员

汇 聚 力 量 和 温 暖
——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关爱困境儿童小记

推进机构建设  服务少年儿童
宝鸡建成 110 个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