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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济南救助管理站迁建规划4年仍无着落

救助站安家难 流浪儿怎么办
文/本报记者 张榕博 片/本报记者 邱志强

济南市救助管理站面临
的还不仅是“无家可归”，作为
全国最小的同级别救助站，场
所狭窄，早已无法满足每年
500万流动人口紧急救援的城
市发展需要。

目前位于官扎西营前街
的济南市救助管理站始建于
1930年前后，至今已有约80年
的历史。作为全国较早开始公
益服务的城市，济南市1948年
便以该站为基础建立了济南
市生产教养院收容所。近年
来，济南市救助管理站站内救
助51000多人次，其中未成年
人8380人次。

作为山东唯一的一个省
级中心站，济南市救助管理站
却是全国同级救助站中最小
的一个。记者了解到，南京市
救助管理站占地98亩，广州市
救护管理站占地79亩，青岛市
救助管理站占地21亩，相比之
下，占地仅4 . 3亩、建筑面积
3700平米的济南市救助管理
站甚至不符合国家标准。

王子福告诉记者，现代救
助站还应该具备为流浪儿童
提供心理疏导、为遭受家庭暴
力的妇女提供帮助等职能。

但现在，济南市救助管理
站仅能维持基本的救助功能，
由于地方狭窄，一些未成年人
不得不与成年流浪者处于同
一生活区。在附近片区成为拆
迁区域后，救助站周边的生存
和工作环境雪上加霜。

“有什么样的处所，我们
就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我本人
希望救助站至少能有一个给
流浪儿童做心理疏导的部门，
他们每天在救助站成长，太需
要安慰了。”王子福对记者说。

“很多人以为，我们救助
站就是来了乞丐，给他一个馒
头，然后遣送回家的地方。其
实我们的职能非常多，而且繁
重。”

济南市救助管理站站长
王子福告诉记者，救助站可以
在重大灾难时期，为无家可归
的人员提供庇护场所和临时
救援。这在地震频繁的日本和
欧美等国，早已成为救助机构
的常用职能。

记者从相关材料中获悉，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中心城市
救助管理站都已经达到了国
家标准。郑州、合肥、大连等城
市还参照国家相关标准，完成
了本地救助站的改建和扩建。
年均流动人口超过500万人的
济南市，救助管理站远没有达
到最低建设标准，还无法承担
突发性灾害紧急避险场所的
功能。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我们周围都拆迁了，路不好
走。有一片拆了一半的楼，你们绕
过来就是救助站。”23日，济南市
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陈艺峰接听
完寻亲电话后，说又有一家寻亲
的家属找不到救助站的路，需要
他去引路了。

在2010年济南市启动官扎
西营片区搬迁后，济南市救助
管理站外方圆 5 6 5 . 6亩的土地
早已成了工地或废墟，只有救
助站、铁路车务段等几家单位

和少数住户仍在片区中。由于
周围道路太难走，几年来这里
的 工 作 人 员 上 班 都 是 一 双 皮
鞋、一双胶鞋。救助站内 1 5 0多
名工作人员和流浪人员的日常
供电、供水以及食品供应，有时
也成了问题。

济南市救助管理站站长王子
福告诉记者，救助站4年前计划原
址重建或者搬迁，但是救助站的
去留现在仍没有定论。

济南市规划局和国土资源局

的相关工作人员印证了这个说
法。虽然从2008年10月开始，济南
市政府、财政、国土、规划等相关
部门多次讨论济南市救助管理站
迁扩建站必要性及规划建议，但
由于没有进入实质性规划和审批
程序，关于救助站的迁建问题，上
述部门相关工作人员都表示不甚
了解。

“程序上，公用设施迁址需要
民政局申请，我2009年便进入规
划局，但每次业务会我都没有听

说过救助站迁建的事情。”济南市
规划局市政规划处一位工作人员
说。市国土资源局天桥分局规划
科工作人员王先生也表示，至今
没有关于救助站迁建或规划的任
何详细信息。

但市旧城改造投融资管理中
心官扎西营片区有关负责人王宇
靖告诉记者，根据火车站北广场
规划，救助站所在整个区域都将
成为火车站一部分，救助站被要
求限期拆迁。

“实际上，救助站的迁建早就
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但是现在
还是没有着落。”王子福告诉记者。

2008年12月初，经过住建部和
国家发改委同意，由民政部编写的

《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建设
标准》正式发布，城市流动人口在
150万到220万人的城市按照一类
救助站201到300张床位的标准
建设，而年均流动人口超过500
万人的济南市救助管理站现在
只拥有80张床位，远未达到这个
目标。根据国家民政部《救助管
理机构基本规范》的有关要求，

“救助管理机构应当分布合理，
设置在交通便利、容易查找、远离
危险的区域。”

“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次迁
建，完成这几个目标。”王子福说，

他们希望将现有4 . 3亩土地扩大
到13亩。

“如果民政部门对救助站有特
殊的选址要求，我们一定会考虑
的。”济南市规划局市政规划处
一位工作人员说。但救助站的这
些要求，在实际规划中遇到了不
少难题。

市旧城改造投融资管理中心
曾考虑规划出5亩地，救助站、派出
所、电影院、教堂4家共用，但是这
难以满足救助站迁址扩建需要。

“救助站、殡仪馆等公用事业
用地是可以划拨土地的，但是需要
规划和立项。”济南市国土资源局
土地使用交易中心主任王涛告
诉记者，由于火车站北广场规划
至今尚未定论，救助站的迁建可能
受此影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救助站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整个官扎西
营未来将成为高档小区，不论是
附近居民还是开发商，都不愿意
有救助站这个“邻居”。

“我们在楼盘宣传时，都说
‘坐拥未来济南火车站北广场商
务圈’，如果说这紧邻救助站，每
天进出一些‘流浪汉’，业主肯定
有安全和卫生方面的顾虑。”在紧

邻官扎西营片区的一处楼盘，售
楼员刘小姐说。

最近几年由于城市拆迁改造
需要，除了济南市救助管理站，济
南市殡仪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染病医院等公共设施都面临过
迁建问题，这些“敏感”机构安家
难问题，也并非济南一个城市存
在，合肥市救助站、殡仪馆迁建时
都曾遭遇阻力。

“城市公益设施应该在大的
规划里优先指定出来，或者事先
考虑进去，但也要考虑到周围邻
居的‘民意’。”山东省城乡规划
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刘仁忠认
为。

今年9月，通过收购济南市某
箱包厂完成救助站迁建的新计
划被提出。11月23日，济南市国
土、规划以及民政部门再次开会

讨论救助站选址迁建问题，但由
于箱包厂仅收购价格就高达5000
万元，再加上新建费用，收购资金
缺口高达7600多万，这一难题不
好解决。

“作为一个一年救助接待2万
多人的公益救助机构，对济南市
救 助 管 理 站 的 处 境 我 们 很 担
心。”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副处
长李卉表示。

背景 4年未迁建，又临限期搬迁

现状 床位少位置偏，救助站待扩建

分析 流浪汉常进出，邻居不太欢迎

由于影响济南火车站北广场的建设，在天桥区官扎西营的拆迁废墟中运转了2年多的济南市救助管

理站，如今在没有新址安置的情况下又面临着限期搬迁的困境。

11月23日，记者获悉，虽然国家“十一五”规划曾明确要求济南市扩建救助站，但由于种种原因，济南

市救助管理站在规划迁建的4年时间中始终没有找到栖身的“新家”。作为城市救助公益机构和重要灾难

庇护场所，城市救助站“安家”究竟该何去何从？

在拆迁的官扎西营片区，济南市救助管理站坐落在一片荒芜和废墟之中，外人甚至很难找到进来的路。

从堤口路前往救助站，需在官扎西营拆迁的废墟中徒步十余分
钟。遇到雨雪天气，救助站工作人员及车辆外出就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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