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读者

新的一年，新的《社会民
生》版与您见面了。

“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
善制度、引导舆论”，这是新一
年做好民生工作的思路，也是
《社会民生》版的关注所在、职
责所在。

社会是我们共处的“大
家庭”，民生是我们切身的生
活。我们将把视线投向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急需解决的问
题。欢迎为管理好我们的“大
家庭”，为改善和提高我们的生
活质量而建言献策、提出问题
或提供新闻线索。

我们的电子邮箱：whxwb-
dz@163.com

本报讯 民政部日前启动第八届“中华慈善
奖”评选表彰活动。活动奖项将分4类：最具爱心捐
赠个人、最具爱心捐赠企业、最具爱心慈善楷模、最
具影响力慈善项目，表彰名额共100个。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
付介绍说，评选活动将综合考虑捐赠资金情况及社
会影响力状况。另外，企业的社会责任相关表现将
成为软性衡量指标；对参评的慈善项目会综合考虑
实施时间、受益情况、资金规模、社会影响，以及是否
具有很强的社会示范性和推广性；参评慈善行为楷
模的个人或团体，需长期参与或从事慈善工作或志
愿服务，事迹特别突出，有良好社会影响，尤其在
2012年度有突出的慈善事迹。同时，所有奖项还将
从影响力、持续性和公信力等方面进行评审。

启动

“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

公益

福彩销售突破1500亿元

本报讯 民政部、财政部、保监会日前联合下
发通知，进一步探索推进农村住房保险工作。

通知要求，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
愿、协同推进的原则，有条件的地方可通过财政保
险费补贴等手段引导和鼓励农户参保；充分发挥
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保险公司的市场
化经营为依托，确保保险公司的独立正常运营；充
分尊重农户意愿，确保农户参保的自主选择权、知
情权和自主投保权；要根据当地经济社会背景和
自然灾害的状况，结合其他支农惠农政策，探索建
立符合当地实际的保险模式。

探索

推进农村住房保险工作

河南兰考“1·4”火灾事故发生后，1 月 6

日，民政部紧急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在一个

月之内，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情况进

行拉网式全国大排查，坚决消除安全隐患，

对其中符合条件的孩子纳入民政部门监管。

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行动，但是，要真

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给无人收养的孤儿创

造一个安全、稳定的生存和成长环境，“必须

首先健全相关体制、法规”。有专家表示，必

须突出国家在立法、经费保障、行政管理等方

面的首要责任，制定专门的儿童福利法和儿

童保护法，推进建立独立的儿童福利部门和

经费预算等。“社会承担起对儿童的责任，需

要发达完善的行政系统来保障，需要专业化

的照料机构、专业化的设施和工作人员”，由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于去年完成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中国政府合作的儿童福

利项目《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指出。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数据，2010 年，全国

孤儿数量已经达到 70 万人；《中国儿童福利

政策报告》称，中国每年大约有 10 万名儿童

被遗弃。

实际上，从 2003 年民政部出台《家庭寄

养管理暂行办法》开始，近年来，我国流浪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体系进一步完善，“十一五”

时期，国家建设了 310 多所流浪儿童救助中

心；“十二五”时期，民政部还将在一些人口

大县和一些流浪儿童比较集中的地方再建

设一批流浪儿童救助中心，并将对已有的救

助机构，完善行为矫正、文化培训、心理疏导

和技能教育等方面的功能；2012 年，我国建

立起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部际联席

会议制度，国家标准委公布了救助管理站服

务标准、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服务标

准，民政部制定了流浪未成年人需求和家庭

监护情况评估规范⋯⋯但尽管如此，我国的

流浪儿童救助力量仍然薄弱：政策法规体系

不够完善、政府投入仍需加大、管理缺乏整体

性等，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公办福

利机构缺失，力量不足。“福利院收养的孩子

估计只有 10 万左右”，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

究院儿童福利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高玉荣

说。而本应作为其有效补充的民办福利机

构，更是资金不足、设施缺乏，对孩子们的照

料难以做到规范。

去年，全国普遍开展“接送流浪孩子回

家”专项行动，成效明显，“基本实现了城市

街面无流浪未成年人的目标”，民政部部长

李立国说。专项行动不仅为流浪儿童救助

营造了积极的社会氛围，也为救助机构改善

设施条件和服务提供了契机。

在去年年底召开的 2013 年全国救助工

作会议上，民政部宣布，2013 年，民政部还将

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开展“流浪孩子回校园”

专项行动，切实做到街面发现一个就主动及

时救助保护一个。同时,2013 年还将规范流

浪未成年人家庭寄养、支持重点县（市）流浪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建设、发动社会力量

参与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探索开展未成

年人社会救助保护工作。

流浪的孩子要回家。而只有健全相关

法律、规章，完善相关管理、服务机制，加大

相关资金、人力等投入，流浪的孩子才能真

正回到他们所渴望的安宁安稳的家。

流浪的孩子怎样回家
陈 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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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6 日下午 5 时，是湖南长沙市救助管
理站晚饭时间，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盛满热腾
腾饭菜的饭盆，长沙市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
的孩子们大口大口吃了起来，一个个头瘦小的
男孩竟然四五分钟就把满盆饭菜吃得干干净
净。“他是昨晚才送来的，在外面饿坏了！”一旁
的工作人员怜惜地又给他加了点。“这里有家
的温暖，叔叔阿姨把我接到这里后，我再也不
用挨饿挨冻了！”这位始终不愿意透露自己姓
名的小男孩没说几句，眼泪就不停流了下来。

“文丹（化名），10 岁，女，离家出走；肖杰
（化名），12 岁，男，盲目外出⋯⋯”在流浪儿
童保护教育中心的墙上，记者看到了这样一
张“流浪少年儿童情况一览表”。“前几天刚送
了几个回家，昨天又送来几个。”儿保中心副
主任易茜告诉记者，过几天还要送走几个已
经联系上户口所在地的孩子。

易茜告诉记者，昨晚是她值班，“值班就是
整晚不能睡觉，要时刻查房，保证孩子们的安
全”。她说，每天晚上救助站里都有 9 个岗位
要通宵达旦，因为时刻都得准备接待和服务流
浪人员。“这样的工作虽然比较辛苦，但能给孩
子们提供栖身的场所、御寒的衣服，帮他们寻
找回家的路，再苦再累，我们也觉得值得。”

每天3次上街主动救助、每天3次到火车站
购买车票、每天晚上12时还要到街面巡逻，这对
于长沙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来说已经成了一种
常态性工作。“我们的工作原则是，发现一个，主
动保护一个。让长沙市城区街面无流浪未成年
人。”长沙市救助管理站站长黄智谋说。

为了完善和健全街头主动救助工作机制，
长沙市目前除了在各区县（市）设救助站、街
道（乡镇）设救助点，救助“触角”还延伸到了
各 个 社 区 ，设 置 了 社 区 咨 询 服 务 点 200 余
个，及时发现和救助流浪未成年人。同时，
对车站广场、地下通道、旅游景点等流浪未
成年人集中活动和露宿场所进行重点监督，
及时发现和查处侵害流浪未成年人权益的
违法犯罪行动。

为改善救助环境，去年长沙市还对救助管
理机构进行了新建和改扩建，新建了长沙市流
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根据未成年人身心成长
情况，制定食谱、定期体检，设立“流浪儿童学
校”，开设音、体、美、计算机、手工技能等多项
课程，打造了“类学校”教学模式。截至目前，
长沙市累计救助各类人员 15 万余人次，其中
救助流浪未成年人 1.3万人次。

一个 12 岁，一个 9 岁，两个小男孩“搭
伴儿”在鞍山火车站站前乞讨流浪。“我们
发现他们时，他们正在小路上跑呢，身上
的衣服都看不出色儿了。”辽宁鞍山市救
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说，“把他们带回站
里后，赶紧给孩子洗澡并换了衣服。”两个
孩子一个姓高，一个姓冯，分别来自吉林
省洮南市和辽阳县刘二堡。

救助站的同志告诉记者，几天前有群
众举报，鞍山火车站前有两个小男孩被一
个成年男子控制，为其乞讨。救助站的工
作人员立即出动。“现在这两个孩子已经
被送回家了。”他们欣慰地说。

近几年，在拐卖犯罪巨额利润的诱惑

下，被拐被骗儿童案件高发，引发了社会的
高度关注。鞍山市救助管理站站长王殿吉
告诉记者，救助流浪儿童，单靠救助管理站
的力量有限，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参与到救
助行动中来。

入冬以来，天气极寒，为了让流落街
头的儿童不受冻，尽快帮他们找到监护
人，给他们一个稳定的家，鞍山市救助管
理站的工作人员走上街头，散发宣传单，
呼吁广大群众关注流浪乞讨人员特别是
流浪乞讨儿童，号召全社会行动起来，发
现街头流浪、乞讨、卖艺儿童，直接拨打
110 或市救助管理站救助热线，说明详细
地点和情况；也可告知流浪儿童向救助站

求助或引导、护送其到救助站；一旦发现
被虐待的孩子，要及时向警方报警或向救
助站反映。

出租车具有覆盖面广、流动性大等特
点，鞍山市救助管理站看准这一点，积极鼓
励出租车司机参与救助流浪儿童。“如果出
租车司机把流浪儿童送到救助管理站，车费
将由救助管理部门支付。”王殿吉告诉记者。

在发动社会参与的同时，鞍山市救助
管理站还在为期 3 个月的“冬季送暖”、“街
头救助”行动中，组织专门的街头巡查队
伍，发现流浪儿童及时给予救助。“流浪未
成年人可能随时出现，我们必须时时巡
查。”王殿吉说。

辽宁鞍山：

全社会参与 救助无死角
本报记者 张允强

湖南长沙：

发现一个

保护一个
本报记者 刘 麟

 






























 

本报讯 2012 年中国福利彩票发行销售再
创历史新高，年销量达到 1510.32 亿元，首次突破
1500 亿元，比上年增加 232 亿多元，增幅 18%；为
国家筹集公益金数量达到 464亿多元。

目前，各级民政部门集中使用福彩公益金已
经主要资助支持了“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
划”、“儿童福利机构建设蓝天计划”、流浪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设施建设等社会福利项目 18.4 万多
个（次）；资助城镇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城乡
医疗救助等非基础设施项目 8.34 万余个（次），直
接受助人数达2100万人，间接受益人数过亿。

据统计，从 1987 年到 2012 年，中国福利彩票
25 年来累计销售 7876 多亿元，筹集公益金 2530
多亿元。

本版编辑 张 雅

摄影 赵 晶 制图 夏 一

本版编辑 张 雅

摄影 赵 晶 制图 夏 一

元月 7 日的夜晚，这里最低温度降到
零下 2 摄氏度，但位于贵州贵阳市大营坡
百花山的贵阳市救助管理站却温暖如春，
10 多名被救助的儿童正围坐在火炉旁看
电视。见记者要给他们拍照，一个个喜笑
颜开地伸出小手，有的还做出“搞怪”的样
子，欣然接受。

“这里有牛奶鸡蛋吃，还可以看电视、读
书，就跟在家里一样。”14岁的杨海海已经在
救助站住了1个多月，由于缺少父母照顾，长
期在街上流浪，上个月被发现后接到救助
站，站里的工作人员就成了他的“父母”。

去年 11月以来，贵阳市救助管理站加大
对流浪未成年人及街头生活无着流浪人员的
救助力度，开展了“寒冬救助四个一”专项行
动，每天组织搜索队在城区内巡逻，向流浪的
未成年人及残障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成年流浪
者提供保护性救助，确保其平安过冬。

“寒冬救助四个一”行动是指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一次摸底排查工作；分别组织一
支市、区(市、县)冬季专职收救队伍，每日
在重点时段对流浪未成年人及街头生活无
着流浪人员进行搜救；开展一次全市集中
专题宣传活动；在市区人口密集区增设一

批醒目的救助标牌。
救助站副站长罗福勇告诉记者，该站

2012年共向797名未成年人提供了救助。由
于近期气温大幅下降，救助站购买了热水器等
设备，更换了供暖设备，重新翻修了娱乐场所，
确保救助人员在严寒里过一个“暖冬”。

据了解，2012 年，贵阳市还投资 2000
多万元，在龙洞堡断金岩地区动工修建专
门的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中心计划占地 60
亩、床位 200 张，不仅能保障日常生活所
需，还设有专门的娱乐体育活动中心。该
中心预计将于今年上半年投入使用。

贵州贵阳：

有“家”很温暖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这个冬天来得格外早，也格外冷，位于北京市顺义

区南法信镇的光爱学校里，却是欢声笑语，暖意浓浓。

孩子们学知识、做游戏、打扫卫生，整理房间，忙碌而有

序。

这所专门收留教育流浪、孤残儿童和特困儿童的

学校创办于 2005 年。3 年后，

学校取得正式合法身份，挂牌

成为中国少年文化艺术基金

会培训基地。创办之初，这个

“家”也和曾经流浪的孩子一

样，最多时一年搬了 3 次家。

之所以用“光爱学校”这一

名字，创办人石清华解释说，

“有光就有温暖，有爱就有希

望；只要能给孩子提供温暖和

希望，孩子就一定会改变”。

爱心筑巢爱心筑巢

点评：表彰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义举、彰

显慈善精神，所以，除了捐资情况，综合考虑

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等软性指标更

有意义。

点评：善款善用，善事善为，福利彩票已

经成为国家筹集社会资金发展社会福利和

公益事业的重要渠道，为保障和改善民生作

出了重要贡献。

点评：农村住房保险工作是一项民生工

程、惠民工程，技术性强，涉及面广，必须按

照保险市场规律，充分考虑地方财政状况、

灾害损失情况、农户经济承受能力等多种因

素，科学、合理制定实施办法，以确保广大受

灾农户真正得到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