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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月29日讯(记者 晋
森 通讯员 韩雪) 28日晚，在街
头流浪的张吉贺被济宁市第一救助
站的工作人员接到了救助站，但他
除了名字外，家庭住址和父母名字
等信息都说不出来。像张吉贺这样
想回家却不记得回家路的人，在济
宁市第一救助站里已有3名。快过年
了，他们渴望能够回到家中与家人
团圆……

29日上午，记者在济宁市第一救
助站内见到了张吉贺、王小霞，以及
另外一名尚不知道姓名的被救助者。
济宁第一救助站副站长李兵告诉记
者，张吉贺是28日晚在汽车南站附近
流浪时，被救助站工作人员接到了站
里，但是他除了能含糊不清地说出自
己的名字以外，没有说出其他任何有
效信息。“通过户籍寻找，也没找到有
走失张吉贺的家庭，现在正通过其他
办法继续寻找他的家庭住址。”

记者通过交流发现，张吉贺年
龄在20岁左右，济宁口音，身上穿着
一件印有“潍坊科技职业学院”的校

服，张吉贺自称衣服是买来的。通过
攀谈，他反复提起“王庙中学”，还说
有个弟弟，但剩下的时间则是自言
自语、答非所问了。

另一名男子今年约有40岁，是
救助站工作人员1月5日从济宁火车
站广场接回的，接回来后该男子很
少说话，只说想回家，但至今也没说
出自己的名字。记者看到，他穿一身
草绿色的衣服，眼睛里满是茫然。

“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问了
这名男子几句，他除了简单地看了
记者一眼外，没有说出一句话。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但目前为止，仍然没
有查出这名男子的家庭住址、名字
等有用信息。

穿一件白色衣服，戴一个浅蓝
色帽子的王小霞，看起来有40多岁，
一会说自己是梁山的，一会说是金
乡的。“当时她说出自己丈夫的名字
叫‘王左相’，但经过当地派出所核
实，并不是同一个人，尽管她想回
家，但到现在还没找到，所以一直住
在救助站。”李兵告诉记者，一般知

道家庭地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站会通过购买车票或送回的形式将
他们送到家，但个别的流浪乞讨人
员，因为长期在外流浪，脑子或许受
到过刺激，所以并不能清楚地说出
自己的家庭地址，这样就只能通过
反复的攀谈、询问，争取从他们回答
的只言片语中得出有用信息，然后
再去派出所查询户籍信息。

“快过年了，这3个人都想着回
家团圆，由于有用的信息欠缺，所以
暂时还没找到他们三人的家庭地
址，我们希望，如果有爱心市民认识
他们，能给我们救助站进行联系。”
济宁市第一救助站站长李尚民说，
从口音判断，以上三名被救助者都
是济宁人，而且走失的时间都不长。

马上到春节了，不仅他们自己
想回家团圆，3名被救助者的家人也
会很挂念他们，如果您认识他们，或
者能够提供有用的线索，希望您拨
打本报热线：2110110，或者救助站的
24小时救助电话：2211940，帮助他们
回家过年。

本报济宁1月29日讯(记者
晋森 通讯员 高勇 )

“当您发现身边有流浪未成年
人和处于困境的流浪乞讨人
员时，您可以拨打民政救助电
话2211940或公安110。”连日
来，许多市民收到了类似的短
信。除此之外，济宁市民政局
还印制了 7 0 0 0份“爱心救助
卡”，在城区主要路口和主要
道路两侧的大型电子屏幕上
播放救助广告，建立流浪乞讨
人员及时发现救助机制。

“流浪未成年人和身处寒
冷、疾病等困境中的流浪乞讨
人员是社会中的特殊弱势群
体。及时有效地救助这一群
体，不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流浪乞讨
现象成因复杂，具有流动性、
随意性和反复性的特点，流浪
乞讨人员活动的时间、地点和
范围存在不确定性。虽然民政
救助机构强化了街面巡查救
助的力度，但是由于救助人员
力量的限制，要让每一个需要
帮助的受助对象及时得到发
现救助存在很大难度，做好救
助工作需要社会公众的广泛
关注、参与和支持。”市民政局
社会事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流
浪未成年人和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工作，使流浪未成年人和
身处困境、需要帮助的流浪乞
讨人员在第一时间得到帮助
和救治，济宁市民政局正在完
善发现救助机制，努力把救助
服务网络编织的更加密实、更
加有效。

去年，济宁市民政局在
市、县城区街面设置了146个
救助引导牌，为全市569个公
安派出所、警务室和城乡社区
等救助点统一制作了标志牌。

今年，为进一步做好寒冬救
助、主动救助，保障好流浪群
体的生命安全，民政局印制了
7000份“爱心救助卡”，通过交
通和环卫管理部门免费发给
城区的出租司机和环卫职工，
方便他们提供线索；争取移
动、联通公司的支持，通过短
信平台向城区手机用户群发
了救助提示短信，动员爱心市
民参与；争取市政府应急办、
公安交警部门的支持，在城区
主要路口和主要道路两侧的
大型电子屏幕上播放公益广
告，并协调卫生、教育部门在
医院、学校的室外电子屏上播
出滚动字幕，向市民作出提
示。下一步，民政部门还打算
借助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
利用公交站牌、候车亭、液晶
显示屏以及地名标志牌、社区
服务中心电子屏幕等设施，通
过公益广告、宣传彩页等方
式，努力将爱心救助覆盖到每
一个角落。

另据了解，近年来，济宁市
通过提供生活救助、医疗救治、
查找亲属接回、护送返乡、临时
安置等方式，每年救助流浪乞
讨人员约8000余人次，其中济宁
城区约3000人次，救助任务十分
繁重。在实际救助工作中，面对
博取同情、借机讨要钱财的职
业乞讨人员和习惯于流浪生活
不愿接受救助的人员，救助机
构时常面临着尴尬和无奈。在
此，提醒广大市民要善于辨别
和正确运用自己的爱心，对真
实处于困境、需要帮助的流浪
乞讨人员，及时联系民政救助
机构或公安机关进行救助；对
职业乞讨的，不轻易施舍；对强
要恶讨和胁迫、利用未成年人、
残疾人乞讨的，及时联系公安
机关依法处理。

爱心接力，帮流浪者回家过年
这三名流浪人员，您认识吗？欢迎拨打2110110、2211940提供线索

民政局建立流浪者
及时发现救助机制

根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
办法》规定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因自身
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
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虽有流浪
乞讨行为，但不具备前款规定情形的，不属于救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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