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年儿童是家庭的希望尧
祖国的花朵尧民族的未

来袁少年儿童的成长事关千千万
万家庭幸福安康遥 近年来袁宁夏
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高度重视困

境儿童的关爱服务和帮扶袁从制
度保障尧兜底救助尧队伍建设尧关
爱保护和贴心服务等多方面入

手袁用心用情用力打造野湖城有
爱 情暖童心冶品牌袁深化拓展困
境儿童关爱服务内涵袁 形成了
野部门齐抓共管尧社会各界参与冶
的工作格局袁用爱为困境儿童撑
起一片晴空遥

筑牢儿童心理健康关爱

今年，银川市“十心”实事提

出，为困境儿童提供幸福养育关

爱服务：为三区（兴庆区、金凤区

和西夏区）孤儿、农村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含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提供心理健康辅导、社会融

入等关爱服务 500人次。
今年暑假，银川市民政局启

动实施了困境儿童幸福关爱服

务项目“爱暖童心·护佑成长”心

理韧性夏令营活动，累计服务困

境儿童共 150名。活动根据对困
境儿童前期心理测评筛查和个

体需求情况，开设抗逆力训练营

及培养积极心理、人际沟通等系

列阶梯课程，以儿童心理发展需

要为基础，推进困境儿童心理帮

扶从“后治”到“先预”的转变。

“项目旨在通过心理测评与

建档、团体心理辅导和心理游戏

等心理帮扶，提升困境儿童的心

理健康水平与幸福感，增强他们

的自信心与适应能力，促进其全

面发展，帮助他们树立积极的人

生态度。”银川市民政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此次项目实施中，个

案跟进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在持续的个案跟进中有目的地

针对重点个案儿童设计了个别

化目标，同时制定心理测评与建

档计划，记录儿童心理状态及成

长轨迹。

一直以来，银川市坚持人民

至上、儿童优先原则，把困境儿

童关爱保护作为暖心工程来抓，

由市民政局牵头印发《银川市农

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

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方案》，民

政、教育、卫健、妇联等单位多方

联动、多重保障、数据共享，形成

广泛监测、多元参与、高效联动

的工作体系，通过持续开展走访

慰问、心理辅导等关爱留守儿童

和困境儿童系列活动，为留守儿

童和困境儿童撑起心灵的“保护

伞”，引导他们树立正确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

构建野四级联动冶
关爱保护体系

“衷心感谢你们的帮助，让

孩子及时接受了体检，我们一家

都深受感动！”近日，来自西夏区

同安小区的白先生将写有“人民

公仆为人民，人民公仆爱人民”

的锦旗送到了西夏区民政局。

白先生是一名肢体四级残疾

人，与妻子育有一对龙凤胎，两个

孩子因早产患多种疾病。西夏区

民政局联合街道、社区迅速行动，

第一时间将白先生一家四口纳入

了低保范围，为他们筑起了一道

坚实的生活保障。尽管如此，孩子

的医疗问题仍是夫妻俩头疼的大

事。西夏区民政局在得知这一情

况后，主动对接自治区民政厅儿

童福利处，为两个孩子争取到了

自治区人民医院的专业体检机

会，通过检查，详细了解孩子们的

患病情况，并嘱咐白先生不要放

弃生活的希望，遇到困难及时寻

求街道或社区的帮助。

今年以来，西夏区民政局以

体系建设为抓手，聚焦特殊困难

未成年人的实际需求，不断优化

服务模式，深化为民服务情怀。

截至目前，西夏区民政局累计为

82 名儿童发放孤儿养育津贴
89.79万元，并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的方式，将 599名困境儿童全
部纳入西夏区未成年人社会保

护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服务范围，

为他们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服

务，在西夏区范围内营造更加有

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环境，

显著提升了困境儿童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银川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银川市先后争取资金 6000
余万元，构建市、县（区）、乡镇

（街道）、村（社区）“四级联动”的

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体系，推进

市、县两级未保中心建设，严格

执行孤儿养育津贴发放制度，切

实加大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关爱

帮扶力度，对接民政救助政策，

提供基本生活、医疗、教育等方

面的保障。

“这几年，我们持续实施公益

创投项目，引进社会组织为农村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提供困难帮

扶和心理慰藉等个性化、多样化

服务，争取资金 400余万元，连续
4年实施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和关
爱帮扶项目，累计对超过 3000名

儿童进行心理评估和建档工作，

开展心理咨询辅导、社会融入服

务、生命安全教育、圆梦‘微心愿’

等活动 80余场，共计服务未成年
人超 1万余人次。”银川市民政局
相关负责人说。

打造常态化帮扶机制

近日，在兴庆区胜利街街

道未成年人保护站（以下简称

“未保站”）内，十多个孩子正在

干净敞亮的活动室内安静地看

书学习。学习过后，孩子们进入

娱乐时间，在志愿者的带领下，

杨诗雪小朋友和她的小伙伴们

尝试起了操作电路连接。对于

杨诗雪来说，未保站不仅能够

帮助她轻松解决在家学习无人

辅导的难题，还能学到各种新

知识、交到好朋友，是一个不可

多得的好地方。

通过推进未成年人保护中

心建设，兴庆区已实现 16个乡
镇（街道）未保站全覆盖，建成

138个儿童之家，配齐 16名儿童
督导员、140名儿童主任，逐步形
成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力量

有效增强、设施不断完善、服务

精准高效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新格局。

截至目前，全市共打造乡镇

（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54
个、村（居）儿童之家 519 个，配
备 56名儿童督导员、569名儿童
主任，将儿童关爱服务延伸至每

一户困难家庭身边。儿童主任走

访入户，全方位摸排比对，分类

评估精确认定，按照“一人一档”

建立儿童信息台账，动态管理，

实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

没有爸爸妈妈、离开学校、

为了维持生计去拾荒……这是

一个 9 岁男孩儿的现实生活。
“两年前，初见孩子的时候，很心

痛。”作为“爱心妈妈”，西夏区农

垦建社区妇联副主席鲜燕琼回

忆见到小宇（化名）的第一面，言

语中还很是心疼。

“家里到处都是堆放的垃

圾，也没有热水器，不能及时洗

澡……”鲜燕琼说，最让她难过的

是，孩子眼里没有了光。结对帮扶

以来，在鲜燕琼的陪伴下，短短几

个月，“妈妈”这个称呼越来越多

地出现在小宇的生活中，他经常

很自豪地告诉他的小伙伴，“我有

‘妈妈’啦！”更让人高兴的是，在

西夏区妇联和社区工作人员的

积极努力下，去年小宇重新走进

了校园，生活也步入正轨。

2022年以来，银川市妇联积
极动员各级妇联组织及广大妇

女，招募 2800余名“爱心妈妈”与
“小树苗”困境儿童进行一对一、

多对一结对帮扶，建立常态化的

“爱心妈妈”结对帮扶机制，做好

节日慰问、心理关爱、生活帮扶、

假期实践等工作。

同时，银川市民政局依托市

慈善总会和社区慈善基金，链接

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等社会资

源，筹集物资和捐款 300 余万
元，面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开

展爱心助学和暖心慰问等活动，

实施“目”浴阳光等关爱项目，关

注心理健康，发动眼科医院和爱

心企业为孩子们配置眼镜，并联

动相关部门开展“为爱奔跑”活

动，为 2000余名困境儿童、留守
儿童实现“微心愿”。

渊据银川新闻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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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川院多方聚力袁为困境儿童撑起一片天

上午 10时许，一阵敲门声响
起。家住河北省承德市高新区滨

河社区椿林苑小区的赵桂芹几步

快走，打开家门。

“晓玫来啦，快进来！”就像看

见自家人，赵桂芹乐呵呵地把静

晓玫拉进家里。

今年 89岁的赵桂芹一直独
居。儿子一家生活在鹰手营子矿

区，女儿一家也是上有老下有小，

不能总陪在身边。

静晓玫今年 66岁，是滨河社
区的一名老年志愿者。她每隔一段

时间，就要上门陪赵桂芹唠唠嗑。

从孩子教育到日常生活，她

们有唠不完的话，转眼半个多小

时过去了。

像静晓玫一样，参与服务的老

年人志愿者，可以在“公益互助养

老平台”上兑换时间币，也可以兑

换积分。时间币就存进自己的账户

里，日后可以享受别人的服务，积

分可以换日用品。滨河社区党总支

书记、居委会主任于岚介绍，今年 7
月 1日起，社区组织了实物兑换活
动，老年志愿者可以用积分兑换洗

衣液、餐具、食用油等。

时间可存取，爱心能互换，幸

福可增值。自 2023年起，“今天我
为别人服务，明天免费享受服务”

的公益互助养老模式在承德全市

推广。截至目前，该市志愿服务队

伍有 9000余人，存储服务时长
3.6万小时，越来越多“高龄老人”
感受到了睦邻温情，同时“年轻老

人”通过服务他人实现了老有所

为、老有所乐。

其实，不仅在承德，如今公

益互助养老服务已在河北省各

地开展。

“桂书，最近怎么样？有啥事

要帮忙的，随时跟我们说。”前些

天，石家庄市桥西区“爱心来敲

门”志愿服务队队长张秀芹带着

几名队员，入户探望 3502厂社区
86岁的老人陈桂书。

3502 厂社区是典型的老龄
化社区，2000多户居民中 70岁以
上老人占一半以上，很多都是独

居。为了给“高龄老人”送去关怀

和帮助，桥西区在 2017年以 3502
厂社区为试点打造“爱心来敲门”

志愿服务品牌，发动社区“低龄老

人”帮助“高龄老人”。

陈桂书老人曾是志愿服务队

成员，这几年腿脚不便，从服务岗

位上退下来，成了被服务对象。

“大家都惦记着我，没事就来

看我，我们社区就是个有爱的大

家庭。”陈桂书老人说。

以社区党组织为引领，以社

区居民互助为核心，目前，石家庄

市新华区已成立 106支“爱心来
敲门”社区服务组织，共吸纳志愿

者 879名，为 2000余名独居高龄
老人建立基础信息台账。服务内

容涵盖情感陪伴、社区老年公益

课堂、适老改造、义诊义剪、政策

宣传、健康讲座、社区食堂助餐、

代购配送等方面。

为了规范服务流程，石家庄市

桥西区还制发了《“爱心来敲门”标

准化操作手册》，根据老人年龄、健

康和家庭成员等情况，建立危机、

重点关注、一般关注、随时监测、健

康等五级分层管理帮扶机制，对应

提供每周 3次电话加 1次入户探
访，每周 2次电话加每半月 1次入
户探访，每周 1次电话加每月 1次
入户探访、随时关注、邀请参与户

外活动的关爱助老服务。

沧州市新华区也在开展同样

暖心的互助型养老服务。

在新华区石化新村社区，有

一群被称为“小老人”的志愿者，

他们平均年龄超过 60岁，身体健
朗，乐于助人。

这些年，他们以“结对包户”

的方式，自发帮助小区行动不便

的高龄老人。陪老人聊天，帮老人

收拾家务，带老人晒太阳……只

要高龄老人有需求，一个电话打

过来，志愿者就会赶去提供服务。

志愿服务队队长武俊生今年

69岁，干起活儿来一点儿不含糊。
“虽然我们都上了年纪，但作为社

区的活力老人，应该为大家做更

多的事。”武俊生说。

去年，社区建立了“助老驿

站”。在驿站里，志愿者做公益可

以挣养老积分，凭积分可以换取

生活用品，也可以将来换取社区

其他志愿者的陪护、陪诊等服务。

“其实大家从没想过回报，只

是打心底里盼着老人们都能拥有

幸福的晚年。”武俊生说，通过为

“高龄老人”提供帮助，自己的生

活也变得更加充实了，相信未来

自己需要的时候，也能有人陪在

身边，说说知心话、唠唠家常。

渊据河北日报客户端冤

“银龄”互助，有爱有温度
河北各地探索开展公益互助养老服务

居住在河北省康保县土城子镇互助幸福院的老人们在院子里休闲
渊资料图袁来源院新华社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