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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 行动

“硬核”礼包汇聚关爱督导体系实现“四个化”
正果镇水围村，水围河在村中蜿蜒盘行，周爸爸一

家三代，居于河岸左侧的老屋。“小儿子今年 2岁多。”

他看着嬉闹在身边的双胞胎女儿说，“有低保金，还有

我打散工的收入，基本可以保障家人生活。”周爸爸告

诉记者，孩子们被纳入困境儿童保障范畴后，每个月都

有村儿童主任、镇儿童督导员上门探访，碰到急事难

事，总能在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王镇海是水围村的儿童主任，履职一年多，担负着

对村内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及困境儿童的日常保障工

作，全村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下称“两类儿童”）

的情况，王镇海了如指掌。“我要定期向村民委员会和

镇儿童督导员报告工作情况，必须及时掌握孩子们的

生活保障、家庭监护、就学情况等等信息，一人一档案

并定期更新。”他说。

儿童主任是广州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体系内垂直

到村的“毛细血管”。自2020年5月市未保中心创新实

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分片区督导

工作以来，通过摸情况、强指导、促整改，已成功打造督

导服务片区化、督导内容精细化、指导培训现场化、推

广整改一体化的全流程督导体系，各区未保机构和基

层队伍履职尽责，为包括水围村在内的全市各村（居）

“两类儿童”工作发展持续提速加力。

屋外阳光灿烂，室内笑语盈盈。“你给的保护儿童

的资料，我都认真看过。镇海主任你放心，我们会好好

照顾孩子。”与慰问小队唠家常的空隙，周爸爸不忘分

享自己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学习心得”。

汇聚社会关爱 探访困境儿童
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救助中心送出中秋礼包

香甜月饼、爽脆干果、优质米
油，还有塞满文具的学习包……长
相一模一样的小晴、小雨两姐妹，
瞪大眼睛看着桌上的礼品，不约而
同拉拽着奶奶的衣角，示意尝鲜。

“这是干果，来，一人一包。”广州市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下称“市
未保中心”）工作人员看在眼里，马
上取出干果蹲下身递给她们，微笑
嘱咐双胞胎姐妹“嚼碎吃”。

这是中秋佳节前夕，出现在增
城区正果镇一个困境儿童家庭的
温暖瞬间。水围村、兰溪村、黄塘
村……市未保中心慰问小队带着
党和政府的关怀，带着社会各界的
关爱走入一个又一个农家小屋，为
困境儿童送去节日的问候。

“这么多礼物！不知怎么表达

感谢……”丰厚的中秋礼包摆了一

桌，兰溪村的潘妈妈连声致谢。她

很开心地说，正果镇的儿童督导员

和社工前几天已经来探望过孩子

们，“这么多好吃的，我们家孩子有

口福了！”潘妈妈不无自豪地说，二

女儿今年参加中考，以 716分的成

绩被广东省实验中学录取，她指着

满墙的奖状，一张张介绍。

兰溪村儿童主任梁峻坚告诉

记者，潘妈妈言传身教，家里的孩

子个个品学兼优，无一不是村里人

推崇的学习榜样，“孩子们被纳入

困境儿童保障网络后，家人要把他

们培养成才的信心更足了。”

梁峻坚有 7年基层工作经验，

2020 年进入村委会并担负起“两

类儿童”的救助保护工作。身在

其中，他对广州市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体系的温暖、强大和通畅深

有体会，“四级联动，快速响应。

只要有所需，各职能部门都能同

步参与救助保护。”梁峻坚对去年

发生的一次接力救助印象深刻，

“一名听障困境儿童的家长找到

我，说孩子听课有困难。”收到求

助信息，梁峻坚马上与正果镇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站联络，未保站

及时沟通残联，短短几天，听障孩

子已经佩戴着崭新的助听器坐在

课堂，“没想到这么快就能解决，

谢谢你们！”孩子的家长专程来致

谢，对困境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的

效率竖起大拇指。

言语间，爷爷已将弟弟小权接

回家，看到学习包里崭新的台灯，

他咧嘴笑着自语，“这个归我！”小

权的爷爷笑而不语，拉着孩子到院

里，递给他一根长长的竹竿，“快打

些橄榄下来给叔叔阿姨们尝一

尝！”老人指着院内一棵十多米高

的橄榄树吩咐。

记者了解到，四份礼包来自不

同公益机构和爱心企业，凝聚着

社会各界对困境儿童的关怀。“我

们非常关注新快报与广州市未保

中 心 每 年 举 办 的‘ 寻 亲 圆 梦 行

动’，我代表‘华美人’祝愿孩子们

节日快乐、健康成长！”入户慰问

月饼礼包是由华美食品集团赠捐

的，该集团副总经理周宏纯表示，

华美食品集团内部设有社会责任

管理体系，努力践行企业责任和

担当，公司会持续关注并大力支

持包括“寻亲圆梦行动”在内的公

益活动。

呵护留守儿童快乐无忧

正午时分，烈日当头，慰问小

队马不停蹄来到派潭镇围园村，在

镇未保站专职工作人员蒋玲玲、村

儿童主任卢海东的指引下走入董

伯家。

“董伯现在也是育儿专家，教

育两个孙女可有办法了！”蒋玲玲

笑着告诉记者，因为父母常年在外

打工，董家两姐妹自小由爷爷奶奶

照顾，对类似经济状况无忧，但家

庭教育可能有缺失的留守儿童，

派潭镇未保站联动社工机构及村

儿童主任，经常派出深谙儿童心

理、儿童教育的工作人员入户“培

训”长者，辅导爷爷奶奶们如何在

监护到位的基础上有效教育孩

子。经过反复强化，该项工作取

得预期成效。

“不能跟小孩子较劲，沟通要

讲方法。”董伯笑着分享，“政府的

儿童保护工作做得好，我们都是受

益者。”事实上，多部门协同助推关

爱服务全领域开展，亦是市未保中

心日常工作的亮点。据介绍，市未

保中心近年聚焦“两类儿童”需求，

通过链接资源、项目合作、志愿服

务等方式整合各方资源，持续为困

境儿童家庭提供个性化、专业化、

精细化服务。

董伯一家因专项服务得到精

准扶助，但他不知道的是，为包括

自家孙女在内的全市 1.7 万名“两

类儿童”提供专业支持的，还有阵

容强大的“智库”。

“我们有43名知名专家学者成

立的广州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

作专家委员会，通过专家委员的社

会资源和知识优势，为‘两类儿童’

提供早期干预、残疾康复、心理辅

导、特殊教育、社会融入等专业服

务。”提到专家学者的专业支持，市

未保中心负责人如数家珍，他说，

“智库”迄今累计提出意见近 100
条，介入特殊个案处置 12宗，开展

专业讲座 20场次，疫情期间，还邀

请专家委员参与线上咨询，为“两

类儿童”及家庭提供及时专业的心

理辅导。

社会力量的加入，也在持续助

力未保关爱服务。据介绍，近年来

市未保中心联合专业社工机构扎

实开展关爱服务项目，深入“两类

儿童”家庭提供探访慰问、心理干

预、学业辅导等关爱服务，累计入

户评估 10870 人（次）、社工服务

2787人（次）、特殊教育和康复训练

158人（次），并依托服务项目广泛

链接社会资源为“两类儿童”及家

庭提供必要的物资支持。上述负

责人特别提到，市未保中心已连续

17年创新开展“中秋圆梦行动”，协

调组织 32 家名企业、19 家专业机

构、志愿团队持续开展“微心愿”

“暖心惠童”“筑梦书房”等活动，筹

集专款为“两类儿童”提供生活、教

育、医疗、康复、慰问等服务。

■正果镇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站配有专职工作人员，为孩子们提供服务。

■潘妈妈

家里的奖状

墙，记录着孩子

们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