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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镜头带你看不一样的广州市救助管理站

第十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线上举行
热心、贴心、细心、暖心、安心，让救助更温馨

6月19日，是全国第10个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救助，让弱有所扶更温馨”的主题，是过去每一天，在城市流
浪者停泊“港湾”内重叠交映的画面。今天，新快报记者带你一起，线上走进广州市救助管理站（以下简称“市救助
站”），用镜头记录救助现场“让弱有所扶”的温馨时刻。

“阿叔，您请坐，还没有吃饭吧，先

给您拿点吃的？”“您坐这儿，入站要办

一些手续，我们一步一步来”……在市

救助站咨询接待室，窗口工作人员正在

为一名年纪较大，普通话交流亦有困难

的阿叔办理入站手续，类似于“您叫什

么名字？您家是哪里？您需要什么帮

助？”这样的问题都需要反复沟通，平常

30分钟左右就能办完的手续，近 1个小

时还在继续。工作人员始终态度亲切，

没有一丝不耐烦，还特意请来近似其家

乡话口音的同事做“翻译”。

尝试了各种沟通方式后，入站手续

顺利办结，护工熟练地帮这位姓张的阿

叔洗了个热水澡，换上干净衣服，等候

在外的救助科工作人员，微笑着将他带

进救助生活区。

每天，咨询接待室都要接待各种身

份、背景、经历的求助人员，像张叔这样

不识字、不懂普通话的受助人员不在少

数。但无论早晚，无论何种特殊情况，

工作人员始终如一地提供服务。“我们

是求助人员在这里遇到的第一批工作

人员，对于他们来说，‘热心’的意义远

超它本身含义，还是力量、温暖。”咨询

接待室负责人说。

“王姐，记得给受助人员房间打开空

调除湿，现在天气太潮湿了。”“李天天

（化名，下同）情绪不高，要多关注一下

他”……救助生活区的负责人正忙碌穿

梭在区内，清晰而快速地将指令传达给

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这样的画面和声

音每天都在重复，照顾好受助人员的日

常生活起居，是救助生活区工作的核心。

“今天终于联系到李天天家人了，但

是不愿意来接。”“要好好和小白（化名）

沟 通 一 下 ，看 他 愿 不 愿 意 和 家 人 视

频”……寻亲小组团队成员，进行着救助

工作中另一项重要内容，重归家庭，是多

年流浪在外的受助人员不敢想也不愿触

碰的话题，打开他们的心结，需要付出更

多的耐心和理解，而仅凭一点线索帮他

们找到家人，也需要细致的摸索和永不

言弃的尝试。

“在我们寻亲成功的案例中，有因与

家人生气离家出走 10 多年的大学生

……看到他们亲人团聚，我们由衷感到

欣慰。”小组工作人员不久前才送走一位

求助人员，其实送别时刻，她又开心又感

动地掉眼泪。

“受助人员是社会困难群体，他们往

往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太在意，有什么

病症也描述得不太准确，这需要我们在

问诊时更加细心，保持高度的敏感，才能

更好地守护受助群众的身体健康。”在市

救助站，还有专属于受助人员的白衣天

使。每天上午8:30，医务科的工作人员戴

好手套、面罩，拿着血压计、体温枪等，为

受助人员一一做健康检查。

其实，对受助人员的健康观察从他

们入站求助时就开始了：身体健康或是

病情较轻时，安排接收入站；患有较为

严重的疾病需入院治疗的，则送往医院

救治。留在站里的受助人员，每天上

午、下午两次得到常规巡诊、体温监测，

按照当前的疫情防控要求，医务科还为

他们增加了定期的核酸检测。除了站

内常规巡诊工作，医务科工作人员安排

执行 24小时值班制度，随时为入站、离

站的受助人员做健康检查，为站内突发

疾病的受助人员及时诊断治疗。

“开饭咯……”上午11：15，远远看到

餐车过来，救助生活区的阿天（化名）高

兴地喊起来。进站才短短几天，他已经

爱上了这里的饭菜：早餐肉粥、鸡蛋、面

包、包子、馒头；中午晚上荤素搭配，像红

烧肉、鸡腿、鸡翅这样的“硬菜”，隔三差

五就会出现；想吃面条了，也会特别供

应，每周还为大家发两次水果。

新鲜、营养、安全、美味，以及尊重

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受助群众的口味习

惯，是救助厨房的原则。走进厨房，难

免诧异于每一处的整洁，地面、灶台纤

尘不染，并排摆放的调味料也是耳熟能

详的品牌，米面油整齐码在仓库里，消

毒柜每一餐后都紧张工作。“每天的菜

肉都是当天送到，每一餐饭也都是新鲜

现做，绝对不会出现食材放过夜、吃上

顿剩饭的情况。”厨房负责人告诉记者，

救助厨房的卫生标准在满足要求的基

础上，还给自己划定了一个“高标准”，

“要像在自己家厨房，给自己家人做饭

一样。受助人员是因为生活遇到困境

才到这里的，我们就想认真做好这餐

饭，让他们吃得可口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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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头，还有另外一队市救助站

的工作人员，他们用脚步丈量城市，在

街头、桥底、涵洞、车站……寻找流落

街头的人，为他们讲解救助政策，送去

衣服被褥、凉茶姜汤，保障他们的基本

生存权益，耐心劝导指引他们入站接

受救助。

这支工作队伍是市救助站派驻的

街面关爱救助小分队（以下简称“小分

队”），“我们是这个城市一个温情的窗

口，永远向落入危难中的流浪乞讨人员

敞开”，小分队工作人员这样定位自己，

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能让街面流

浪乞讨人员感受到一座城市的温度，能

让他们了解，还有救助站这样一个地方

可以无偿提供救助，即使不愿接受救

助，也能得到一些基本的食物、衣物，

“通过关爱救助工作，传递一个简单的

道理——每个生命都应该被善待、被尊

重。任何时候，只要他们愿意，救助站

都可以无偿给他们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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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窗口工作人员正在耐心指导受助人

员填写材料。

■受助人员为

就业辅导课程

点赞。

■医务科工作人员在为受助人员做健康检查。■社工通过沙盘为受助人员提供个案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