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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蔡灿辉（右一）在市救助管理站指导工作。

温 情 救 助温 情 救 助 与 你 相 伴与 你 相 伴
——市救助管理站用爱筑起受助人员的“温暖港湾”

邵阳日报记者 王秀丽 罗 俊 通讯员 何春艳 车艳红 实习生 龙玉香

“他已经在我们这待了3年，我们问他家在哪
里，他从来都是摇头，一句话也不说。最近，我们
终于联系上他的家人。”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
介绍，韦某高入站时，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希
望获取其家庭信息，帮助他尽快与家人取得联
系，他都保持沉默。没有准确的身份信息，受助人
也不愿意配合工作，常使救助工作陷入困境。

像韦某高这样常年漂泊在外、难以核实身
份信息的受助人还有很多。为了尽快帮助这类
受助人员找到亲人，该站高度重视，不仅要求
工作人员坚持定期去看望他们，耐心陪伴、细
心引导，还通过公安机关人像比对、系统比对
等办法帮其找寻亲人。“帮助他们回家是我们
的责任，每次看到他们成功和家人团聚，我们
心里倍感温暖与感动。”该站工作人员说道。

去年，该站对入站滞留24小时还未查明身
份信息的受助人员，通过今日头条、微信朋友
圈、全国救助寻亲网站、公安机关人像比对系统
等平台，寻亲成功84人次，落户安置5人，全部
纳入特困人员供养，切实落实救助政策。

打造寻亲团聚“中转站”

“我们心系流浪乞讨人员的生
活状况，把帮助生活无着的流浪乞
讨人员抵御酷暑、寒潮的侵袭，舒适
过夏、安全过冬作为始终如一的责
任。”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李亦武说。

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寒风凛
冽，该站都会对桥梁涵洞、繁华地
段、在建工地、城乡接合部、废弃厂
房等流浪乞讨人员集中活动区域
和可能露宿区域进行重点排查，通
过采取街面主动救助、流动巡查救
助、拉网式排查等方式，持续开展

“夏季送清凉”和“寒冬送温暖”专
项行动，积极劝导流浪、乞讨人员
入站受助，并为其送上“爱心包”，
确保“困有所救，难有所助”，让受
助人员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
暖以及社会的关怀。

去年，市救助管理站全面开展
救助服务，共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863 人次，其中护送返乡 241 人次，
成功与其家人联系接回 104 人次。
两项专项救助行动共出动救助车辆
226台次，救助流浪乞讨人员214人
次，发放救助物资260余份。

为防止出现重复流浪现象的发
生，该站还深入推进源头治理行动，
强化返乡人员政策帮扶工作，重点对
易走失、反复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进
行跟踪回访，通过实地走访、电话询
问等方式，对返乡存在生产、生活困
难的人员，予以重点关注和帮扶。

当好困难人群的“守护者”

市救助管理站结合党的二
十大精神，坚持“党建+救助”工作
思路，聚焦全市救助管理工作，扎
实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着力推进
党性教育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
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求助人员在哪里，“救助人”
就在哪里。“太谢谢你们了，在我
最无助、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我
买回家的票。”5月30日，受助人
员孙某动容地对市救助管理站工
作人员说道。家住江苏南京的孙
某，独在异乡，因身无分文，陷入

困境。核实情况后，市救助管理站
工作人员立即帮其购买了火车
票，并送其登上返乡的列车。

为确保做到“应救尽救”
“不落一人”，市救助管理站严
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畅通
24小时救助热线，加强应急值
守，始终做好兜底救助的“践行
者”。“每当我们接到求助电话
时，心里也都特别着急，希望能
够尽早地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该站工作人员说。

救助工作任务重、周期长，

需要工作人员有足够的爱心、细
心、耐心。被送到市救助管理站
的受助人多数或患有精神障碍，
或患有智力障碍，或患有肢体残
疾，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栖身
之地，想方设法帮助他们回家，
是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做的事。4
月，患有精神障碍的老人熊某秀
于一次外出时不慎走丢，在站里
接受救助时，老人情绪出现波
动。工作人员不但倾情照顾，稳
定其情绪，还多方找寻其家人，
最终护送她顺利回家。

做好兜底救助的“践行者”

救助，不以山海为远；
真情，不以日月为限。作
为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临
时性食宿、急病救治、寻亲
甄别、协助返回等救助服
务的一线窗口，市救助管
理站时刻践行“民政为民、
民政爱民”工作理念，扎实
开展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
理工作，用爱为受助人员
筑起一道道“温暖港湾”。
在这里，身陷困境的外来
人员成功返乡，走失的老
人小孩找到亲人，流浪在
外、迷茫无助的学生重返
校园……

工作人员与受助对象开展文娱活动。

自 愿 求 助 无 偿 救 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