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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中，这类困难群体没被忘记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各地各部门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出

发点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疫情防控，来不得任何盲点和漏洞。流浪乞讨人员所处环境卫

生条件差，自身防护意识和能力较弱，加上频繁的流动性给疫情防

控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如何破解难题，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

《法治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今年2月下旬，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埇桥分局桃

沟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桃沟中心街附近有一名

流浪者，疑似智力障碍。接报后，值班民警赵小龙立即

穿戴好防护装备赶到现场，发现一名衣衫不整、面

容脏污的老人坐在台阶上瑟瑟发抖。

  赵小龙立即给他戴好口罩，拿出食物供其充饥。

然后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联系工作人员对老人进行核

酸检测，并将其带到指定场所观察，做进一步核查。

  经调查，老人姓王，是宿州市埇桥区蒿沟人。民警

迅速和老人家属取得联系。在确认其核酸检测结果为

阴性、未到过中、高风险地区后，赵小龙驾车将老人送

回了家。看到老人平安回家，家属感激万分。

  家是最温暖的港湾。然而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因

种种原因，不愿或找不到回家的路，远离家庭、流浪在

外。对此，各地公安、民政、卫健等部门严格落实落细

疫情防控措施，全力做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决

不让他们成为疫情防控工作的盲点。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流浪人员不容忽视

  陈某17岁离开老家河南驻马店，只身一人来到广

州打拼。因找工作四处碰壁，陈某失去信心，开始了打

零工、流浪的生活。由于在外过得不如意，陈某20多年

没回过家，逐渐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疫情暴发后，陈某越来越担心家人安危，于是来

到广东省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市区分站求助。救助站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多方联系陈某户籍地救助

站、镇民政所、村委，终于找到并打通了陈某哥哥的电

话。得知父母还健在，陈某归家心切。救助站为其提供

了乘车凭证，帮助陈某踏上了回家路。

  广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告诉《法治日报》记者，

流浪乞讨人员境遇复杂，现实困难各异。有的因年老

或身体残疾失去劳动能力，有的因罹患疾病或精神障

碍离家走失，有的因家庭变故漂泊流浪，有的因务工

不着、投亲不遇或财物遗失临时遇困，还有的将乞讨

当作谋生手段。

  “实际工作中，有一部分流浪乞讨人员不愿接受

救助管理机构的救助，长期在街面流浪露宿。尤其

疫情防控期间，由于其自身防护意识和能力较

弱，加之频繁流动，给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一定风险。”

该负责人说，防止流浪乞讨人员感染、传播疫情成为

救助管理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

  上海市救助管理站业务科科长唐敏之介绍，受疫

情影响，流浪乞讨人员生活现状更加艰难，例如公共

场所严格“两码”准入，一些流浪乞讨人员很难找到临

时休息的场所，容易成为潜在的风险人群。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唐敏之说，救助站在做好场

所消毒，确保食品药品安全的同时，按照工作预案做

好受助人员入站管理和健康监视，加强轨迹排查，一

旦发现异常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时刻关注疫情形

势变化，合理安排并及时调整受助人员护送接返路

线，如疫情形势严峻则及时暂停护送接返工作。

积极开展分类救助

纳入社区监测管理

  前段时间，在发放免费晚餐时，一名连续数天出

现的老人引起了公益团体“流浪者新生活”的志愿者

的注意。经交流，这名出生于1954年的流浪人员名为

王发选，贵州人，离开家乡已30余年，与家人早已失去

联系，现在年纪大了，十分渴望有朝一日能找回亲人。

  志愿者将这一情况报给上海市救助管理站后，救

助站立即与贵州黔东南州救助站取得联系，通过当地

村委会打听到了王发选家人的消息。经过多次沟通，

王发选的儿子愿意接纳王发选回归家庭。父子两人通

了电话以后，笑容爬上了王发选满是皱纹的脸。

  王发选顺利回归家庭，得益于疫情防控期间上海

市救助管理站与“流浪者新生活”达成的新机制———

公益团体志愿者在为流浪乞讨人员送饭、服务的过程

中，若发现需要医治、寻亲等救助的人员，可联系救助

站，救助站将积极协助提供有益帮助，发挥指路“导

航”功能。

  据了解，按照我国现行救助管理政策，救助管理

机构按照“自愿受助、无偿救助”的原则，为求助的流

浪乞讨人员提供基本食宿保障，对突发疾病的送医救

治，帮助寻找联系亲人，为没有交通费返乡的提供乘

车凭证，保证“应救尽救”。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应对疫情给救助工作带来

的挑战，各地加大了街面巡查救助力度，对地下通道、自

助银行、地铁出入口等重点区域开展集中排查，对流浪

乞讨人员普及宣讲疫情防控知识的同时，开展分类救

助，提供物资、送医救治、帮助回家等服务和救助。

  广州市民政局相关责任人介绍说，广州市、区两

级公安、城管、民政等部门常态化联合开展街面巡查

和转介处置工作，及时发现、告知、指引、护送流浪乞

讨人员到救助管理机构接受救助，对突发疾病的，及

时报急救机构或护送就医；对不愿到救助管理机构求

助的，为其发放口罩、食品、衣物等防护、生活物品，并

实施“两测一纳管”措施，即测量体温、检测核酸，将其

纳入社区健康监测管理范围。

  “救助管理服务要想开展得更好，离不开社会力

量的参与。”该负责人说，为此，广州建立了社会力量

参与救助管理服务联动机制，统筹引导、组织社工机

构、志愿者团体、慈善组织、热心群众等社会力量积极

有序参与救助管理服务，宣传救助管理政策，劝导、指

引流浪乞讨人员到救助管理站接受救助，为流浪乞讨

人员提供个案帮扶、心理疏导、寻亲返乡、推荐就业、

防护培训等专业服务。

  唐敏之说，为做好疫情防控下的救助工作，上海

救助管理机构确立了多项救助措施：进行闭环管理，

特别是对无身份信息、无健康码或行程码、无行动轨

迹等人员，开展核酸检测、血常规和胸部CT；对有疫

苗接种需求的人员，帮助对接卫健部门安排疫苗接

种。在站内，提供住宿、通信、基本医疗、资助返乡、护

送返乡等服务，对救助管理机构无法提供专业救助服

务的人员（如智力障碍人员）提供转介服务。

部门联动科技助力

帮助流浪人员寻亲

  近日，我国首个“零碳·家”绿色智能流浪乞讨人

员社会救助模块在天津研发成功，可应用于流浪乞讨

人员救助、急难社会救助等多个领域。

  据了解，该模块门禁与相关部门联网，流浪乞讨

人员经过以上部门授权后通过身份认证或人脸识别

进入救助模块；相关部门通过智能管理及时掌握流浪

乞讨人员动态，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统筹安排。同时，

该模块内部设施高度集成，投放使用方便快捷，可根

据救助需求按需投放，随时回收，实现动态管理。

  近年来，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快

速推进，效能在疫情防控期间得到充分释放。据介绍，

金民工程全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信息系统是全

国救助管理机构开展救助工作的业务系统，集受助人

员身份查询甄别、照料服务、寻亲管理、源头治理、统

计分析等功能于一体，实现了救助管理工作从发现、

救助到安置、监管等多个环节的管理，救助管理信息

化能力明显提高。

  上海市救助管理站积极研究、提炼各种行之有效的

甄别寻亲方法，针对经过7个工作日仍未找到寻亲线索

的受助人员，及时采集DNA血样，已经将220名受助人员

血样信息录入DNA信息库进行比对，成功比对出3人。

  唐敏之说：“我们与新媒体平台建立了合作关系，

利用互联网+精准地域弹窗技术，向受助人员疑似走

失地、户籍地等特定区域精准推送寻亲公告，帮助疑

难受助人员寻找家人。至今，已为307名受助人员发布

了寻亲信息，为59名受助人员成功找到家人。”

  “我们积极发挥部门联动和科学技术优势，加强

流浪乞讨人员寻亲合作。”广州市民政局相关责任人

举例说，对智力障碍、无表达能力的受助人员，7个工

作日内将人员相关信息报请公安部门利用DNA比

对、人像识别、指纹、掌纹识别等技术手段进行甄别，

大大提高了寻亲效率和成功率。

  疫情发生以来，广州全市救助管理机构共救助流

浪乞讨人员1.5万余人次，为街面流浪乞讨人员发放

生活、防疫物品近2.3万件（套）。

  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关心关

爱，展现了各地各部门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生动实践。

记者调查各地多措并举做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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