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指出，2024年，民政系
统儿童福利部门切实履行安全

管理职责，夯实制度基础，开展

风险排查整治，强化培训演练，

加密工作网络，全年儿童福利领

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为维护儿

童安全健康作出了积极贡献。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和把

握儿童福利领域安全管理工作

总体方针及内在规律。注重安全

管理是一项复杂性、动态性、综

合性、系统性十分突出的工作，

重点把握安全管理工作中“人、

物、环境”三要素，坚决杜绝人的

不安全行为、消除物的不安全状

态、控制环境的不安全因素。做

好儿童福利领域安全管理工作，

必须突出持之以恒、常抓不懈、

须臾不可放松，必须做到事前预

防、事中救急、事后惩戒有机统

一，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总体方针，积极推

动安全管理工作从过去更多的

是事后被动应对，向现在更要的

是事前主动预防转变，共同塑造

和维护有利于保障儿童安全健

康的成长环境。

会议要求，儿童福利领域安

全管理工作必须坚持“防为上、

救次之、戒为下”的工作方针，以

事前预防为关键，以事中救急为

弥补，以事后惩戒为警示。一是

“防为上”，未雨绸缪抓安全。扣

紧责任链条，加强监测预警，增

强风险管控能力，坚持从源头上

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真正把

问题解决在萌芽之前、未发之

时。二是“救次之”，应急处突保

安全。事故发生时，事发地要迅

速有效响应，强化先期处置，积

极协调各方力量，减少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三是“戒为下”，警

钟长鸣促安全。对于已经发生的

事故和违规行为，要严肃案件查

处，健全监管制度，做到以案促

治、标本兼治。

会议还对做好儿童福利领

域服务机构冬春季重点传染病

防控工作进行了部署。

浙江省民政厅、贵州省民

政厅、河南省信阳市民政局、陕

西省安康市民政局作交流发

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

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

政局分管负责同志、儿童福利

处主要负责同志及相关工作人

员，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全体同

志参加会议。

渊据民政部官网冤

冶
近日，民政部召开儿童福利领域安全管理工作视频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总结儿童福利领域安全管理工作，对 2025年儿童福

利领域安全管理和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作出部署、提出要求。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胡海峰

出席会议并讲话。

民政部召开儿童福利领域安全管理工作视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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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困境孤独症儿童

关爱服务工作，形成家庭、政府和社

会协同发力的良好局面，民政部、中

国残联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困

境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困境孤独症儿童是指困境儿童

中经确诊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的

儿童。困境孤独症儿童普遍面临康

复、照料、护理和社会融入困难，是

困境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的重点对

象。加强困境孤独症儿童关心关

爱，事关儿童成长、家庭幸福和社

会和谐稳定。

《通知》明确了七项主要任务。

第一，加强信息管理，动态掌握

情况。各地民政部门要加强对儿童

督导员、儿童主任的培训，指导其

在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监测

摸排和统计分析工作以及对其他

困境儿童走访探视时，及时发现其

中疑似孤独症儿童，动员引导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对困境儿童进行

孤独症筛查。

第二，加强生活保障，兜准兜牢

底线。各地民政部门要及时将符合

条件的困境孤独症儿童及家庭按规

定程序纳入社会救助范围。对暂不

符合救助条件的，纳入低收入人口

动态监测范围，加强政策宣传，提升

政策知晓率。符合救助条件的，经监

护人申请，根据困难类型和困难程

度，按规定给予救助帮扶。

第三，发挥机构职能，提供兜底

监护。各地民政部门要加强和完善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儿童福利

机构建设，对于符合法定长期监护

和临时监护条件的困境孤独症儿

童，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儿童福

利机构要履行好收留抚养职责。要

通过招聘专业人才、与专科医院或

专业康复机构合作、引入公益慈善

资源等方式，持续提升机构康复服

务能力，为机构内困境孤独症儿童

提供专业化服务。

第四，加强家庭帮扶，提供监护

支持。各地民政部门、残联组织要开

展困境孤独症儿童家庭照护知识培

训，帮助儿童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正确认识、科学对待孤独症问题，建

立合理的康复预期，掌握与儿童沟

通、促进儿童康复等方面的知识和

技巧。各地残联组织要发挥精神残

疾人及亲友协会和各类孤独症家长

组织作用，推动将困境孤独症儿童

及其家庭纳入孤独症儿童家庭互助

服务范围。

第五，加强融合服务，促进社会

融入。各地民政部门、残联组织要开

展困境孤独症儿童社区融合、教育

融合、就业融合等服务，帮助其融入

社会生活。要指导乡镇（街道）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站、村（社区）关爱服

务困境儿童的工作站点提供困境孤

独症儿童社区融合服务，开展孤独

症儿童家庭可参与、可融入的社区

活动，组织孤独症科普宣传，营造理

解、关心、帮助困境孤独症儿童家庭

的良好氛围。聚焦 16-18周岁有就
业潜力的困境孤独症儿童需求，培

育开发职业体验、岗位实践、就业锻

炼等社会适应性公益慈善项目。

第六，加强资源统筹，引导社会

参与。各地民政部门、残联组织要

组织引导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

志愿者、爱心企业等积极参与关爱

服务，满足困境孤独症儿童多层次

康复服务需求。要加大政府购买服

务力度，支持相关社会组织发展，重

点开展心理抚慰、喘息、社区支持等

服务。各地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

构、儿童福利机构要发挥机构场所

优势，积极培育孵化困境孤独症儿

童康复服务领域社会组织，指导其

充分发挥作用。

第七，加强组织保障，确保政策

落实。各地民政部门、残联组织要

将此项工作纳入本部门相关规划和

孤独症儿童关爱促进行动，结合地

方实际抓好落实。要强化资金保

障，确保政策落实。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提升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

构、儿童福利机构工作人员专业水

平。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于困境

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工作表现突出

的地区，在开展有关工作试点时优

先予以考虑，对于在此项工作中表

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

民政部尧中国残联发文加强困境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工作
姻 本报记者 皮磊

日前，民政部、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等 18部门
联合印发《困境儿童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要求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措施，

加大检查力度，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避免发生问题。

近年来，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有关规定，依

法加强困境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维护困境儿童个人

合法权益，取得明显成效。同时，仍存在信息保护意

识不强、专业性不足、规范性不够等问题，不慎或者

故意披露泄露困境儿童个人信息事件还时有发生。

《办法》提到，各有关部门通过收集、存储、使用、

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方式处理困境儿童个

人信息，应当依法进行，遵循“谁主管、谁负责，谁处

理、谁负责”的原则，并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

《办法》明确了各部门相应职责。

其中，网信部门要履行监督管理责任，指导网络

运营者加强网络信息筛查排查，发现披露泄露困境

儿童个人信息的，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并会

同有关部门妥善处置。

地方各级党委政法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服务机构等在案件侦

查、调查取证、审查起诉、法律监督、司法审判、法律

援助、律师代理以及典型案例发布等工作中，应当依

法做好涉案困境儿童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民政部门在组织实施社会救助、慈善帮扶、关爱

服务时，要依法保护困境儿童个人信息。监督指导儿

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有关社会组织

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等提高信

息保护意识。

教育部门监督指导学校落实涉及学生隐私保护

的各项规定，在奖励、资助、爱心捐助等工作中，不得

泄露困境儿童个人及其家庭有关信息，依法保护遭

受性侵害、暴力伤害等儿童的个人信息。

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关工委，以及有关社会组

织、志愿者等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儿童关爱服务活动期

间，需要处理困境儿童个人信息的，应当限于开展活动

所必需的最小限度和范围，并做好相应的保护工作。

各级残联在工作中加强对困境儿童的个人信息

保护，避免因残疾情况等个人信息的泄露引发对困

境儿童的不公平对待。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

得将困境儿童标签化，不得利用困境儿童个人信息

博眼球、赚流量，不得利用困境儿童个人信息进行募

捐、直播带货等。

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因困境儿童通过其求

助，需要公开有关信息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

善法》和《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执行。

不得利用困境儿童个人信息进行募捐尧直播带货
18部门就该项工作联合发文

姻 本报记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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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创新工作模式。为了确保流

浪乞讨等各类临时遇困人员及时得

到有效救助，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内部

署开展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工

作，推动探索救助管理区域一体化工

作模式。各试点地区紧紧围绕兜底

线、织密网、建机制、救急难工作要

求，前移救助关口，扩大救助范围，拓

展救助服务内容，为包括流浪乞讨人

员在内的各类临时遇困人员提供应

急性、过渡性、便利性救助庇护服务。

四是加强工作调度。去年入冬

以来，针对我国大部分地区普遍出

现了过程性强降温天气，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民政部通过

集中调度、点对点督促等方式指导

重点地区进一步压实责任、细化举

措，主动做好救助服务。一方面，要

求各地要加强与气象部门协同配

合，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开放临时避

寒场所；另一方面，要求各地要强化

与公安、城管、卫生健康等部门的协

同配合，在街面联合开展全天候、全

时段拉网式排查劝导，确保不留死

角、不落一人；同时，要求各地在人

流聚集区要设立临时救助点，方便

流浪乞讨等临时遇困人员就近就便

求助；此外，有的地方还积极利用智

慧城管、网格化管理等平台为救助

管理工作科技赋能，在街面巡查救

助工作中应用无人机、红外热成像

仪等专业科技设备，进一步提高主

动发现和应急处置能力。

据统计，入冬以来，全国民政部

门和救助管理机构救助各类临时遇

困人员 10.3万余人次，出动街面巡
查人员 33.9万人次、救助车辆近 9.8
万台次，设立临时避寒场所、临时救

助点、求助引导点 1.1万个，发放各
类御寒物品、食物 13万件，有效保障
了各类临时遇困人员安全温暖过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