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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说：

“全民皆是救助员”大大提高效率

业内人士：

社区救助点兼带“源头救助”职能

据悉，早在2007年，苏州等地便成了
社区救助点。此后南京、哈尔滨、合肥等
城市便陆续试点建立社区救助点。这些
城市的社区救助点都是逐步在增加，力
争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覆盖整个城市。

2014年10月国务院颁布了“全面建
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通知中指出
要建立“一门受理、协同处理”的救助机
制，突出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的救助责任。“社区是乡镇或者街道办
事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山东大学哲
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张洪英称，社
区救助点应加大救助职责，是救助的责
任真正落实到每位居民的肩膀上。

济南市救助站业务科科长石国华
认为，社区救助点的建立，实际上是一
种“源头救助”。石国华称，社区救助点
的工作人员除了巡查辖区内有无流浪
人员外，还可以对辖区内日常无人照料
的未成年人、残疾人、精神病人、老年人
帮扶管理，从源头上防止出现辖区以及
社区人员外出流浪乞讨。

“对于习惯性外出流浪人员的教
育、引导不力，对困难家庭帮扶、智障群
体安置、家庭监护责任的监督工作不到

位，会从源头上给辖区内乃至济南市的
救助工作带来压力。”石国华称，济南市
下一步救助工作的重点就在街道办事
处、就在社区居委会、就在社区救助点，

“我们强烈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加快相
关办事程序的落实工作。”

“开玻璃店的，不能总希望别人家
天天碎玻璃。”对于十家社区救助点八
家未救助过流浪人员的情况，张洪英分
析称，社区救助点如同玻璃店，“它的设
立，起到的是应急防患作用。”

张洪英分析社区救助点“剃光头”的
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社区内确实没有
流浪人员；二是流浪人员很少在该片区流
浪。”但不管何种原因，她都认可济南市救
助站设立社区救助点的良好初衷。

张洪英称，限于人力、物力资源，
救助员“往外跑”救助流浪人员的救
助方式效率较低，而这种“全民皆是
救助员”——— 让社区居民帮忙找流浪
人员的方法，则能大大提高救助效
率。“救助员处理站内救助事务的同

时，还有社区居委会帮着自己找流浪
人员。”张洪英说。

对于这种救助模式，张洪英认为值
得济南市其他街道办事处、社区学习。
张洪英称，社区救助点以济南市救助站
为中心，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社区
居民都参与进来，形成了网络化、信息
化、规范化救助模式。“全民皆是救助
员，从社区救助点一年多来的运行情况
看，社区救助点发挥了其积极的宣传作
用。”

最后，张洪英建议，社区居民在寻找
流浪人员的同时，还应尽量为流浪人员提
供及时帮助。对于某些流浪人员，“或许一
杯热水、一块馒头，远比劝导他们进救助
站要好得多。”张洪英说。

1100个个社社区区救救助助点点一一年年救救助助33人人
虽大多未“开张”，但培养了居民的救助意识

2013年11月，济南市救助站与天桥区堤口路街道办事处合作，以堤口路街道
社区为平台，在其所属的十个社区建立社区救助点。记者探访发现，运行一年
来，多数社区救助点并未“开张”，但辖区内居民对流浪人员的救助意识都有显
著提高。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杰

十家救助点八家没“开张”

3日，记者分别走访了黄岗东路、胜
利庄等社区居委会。杨萌是黄岗东路社
区救助点的直接负责人，据其介绍，黄
岗东路社区救助点成立一年多以来，仅
救助过两名流浪人员。

记者翻看黄岗东路社区居委会的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巡查日志，发现
巡查日志虽已填写20余页，但每页巡查
日志的“巡查情况”一栏几乎都填写了

“无情况”这三个字，只有在2月21日与4
月11日的“巡查情况”中填写了“发现一
名流浪人员，工作人员给予及时救助，
并联系救助站给予帮助”。

虽时隔已半年多，但对于这两次救助
情况，杨萌还记忆犹新。“第一次是我们社
区志愿者发现的，我赶到现场后，便带着
该流浪汉来到居委会，给了他被子、饼干，
救助站工作人员来了后，他便不再说话。”

第二次是由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在巡逻时发现的。“我们把他带到居委
会，他一会儿说被妻子打了，一会儿说
被家人遗弃了……”杨萌称，发现的两
名流浪汉神志都不太清楚，也都没有接
受救助站的救助。

黄岗东路社区居委会的辖区主干
道包括：黄岗东路、无影山西路、无影山
中路的部分路段。每天该社区居委会工
作人员都按照既定排班次序，上下午分
别巡逻两次，晚上则由社区内的热心志
愿者巡逻。“我们的电话24小时开着，以
便应急。”杨萌说。

除了黄岗东路社区临时救助点，堤
口路街道办事处还有另外9家社区救助
点。随后记者咨询了其他9家社区救助
点的救助情况，除胜利庄社区居委会于
今年2月份救助过一名流浪汉外，其他
社区救助点都尚未“开张”。

让居民懂得如何救助流浪者

堤口路街道办事处的相关工作人
员称，十个社区救助点的志愿者人数从
几百人到几十人不等，其中黄岗东路社
区救助点的志愿者多达300人，胜利庄
社区则有30人，“人员都足以覆盖到整
个社区。”

据济南市救助站业务科科长石国
华介绍，社区救助点主要以辖区内的环
卫工人为骨干，动员整个社区内老党
员、楼长、热心群众等进行社区巡查。

“人多力量大，单靠救助站十几名一线
救助员是远远不够的。”

此外，石国华称，社区救助点有重
要的宣传作用，“宣传国家的救助政策，
培养市民养成正确的救助意识。”

今年65岁的王大妈家住西苑小区，
她是黄岗东路社区救助点“银发志愿者”
中的一员。据其介绍，平常买菜、逛街时，
偶尔会碰到流浪人员，“以前不知道咋办，
现在我会问问他们愿不愿意接受救助，帮
他们打救助电话。”王大妈称，社区救助点
让社区居民了解了相关救助知识，关键的
时候能给予流浪人员及时帮助。

杨萌称，除了让老年人加入救助志
愿者队伍，该社区还积极吸引青少年加
入救助志愿者的行列。“青少年或许起
的帮助作用不大，但加入到社区救助
点，能让他们了解国家的救助政策，正
确帮助弱势群体。”

石国华称，流浪乞讨人员分散在社
区各个角落，仅靠济南市救助站、公安、
城管等部门工作人员，很难做到发现及
时、救助及时、应救尽救。而社区有着得
天独厚的人员优势，社区居民如果熟悉
了相关救助程序后，能够将流浪人员及
时送往该去的救助机构，这将大大简化
救助程序。

社区救助点厚厚的巡查日志记录几乎全是“无情况”。

社区救助点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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