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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河北省阜城县第四中学，“向阳花”青少年法律志愿服务队队员为学生讲解法律知识。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保护未成年人， 是国家机
关、武装力量、政党、人民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城乡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
的监护人以及其他成年人的共
同责任。

如何让这些群体联合发挥
作用呢？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提
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统
筹、协调、督促和指导有关部门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 协调机制具体工作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
承担，省级人民政府也可以根据
本地实际情况确定由其他有关
部门承担。

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
会、工会、残疾人联合会、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 青年联合会、
学生联合会、少年先锋队以及其
他人民团体、 有关社会组织，应
当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做
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维护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现不
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
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都
有权劝阻、 制止或者向公安、民
政、 教育等有关部门提出检举、
控告。

国家机关、 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
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

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
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
险情形的， 应当立即向公安、民
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
是指学校、 幼儿园等教育机构；
校外培训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等未成年
人安置、救助机构；婴幼儿照护
服务机构、 早期教育服务机构；
校外托管、临时看护机构；家政
服务机构；为未成年人提供医疗
服务的医疗机构；其他对未成年
人负有教育、培训、监护、救助、
看护、医疗等职责的企业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等。

有关部门接到涉及未成年
人的检举、控告或者报告，应当
依法及时受理、处置，并以适当
方式将处理结果告知相关单位
和人员。

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如何保证相关部门有能力履
行未成年人保护职责呢？ 未成年
人保护法强调，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承担未成年人保护协调机制
具体工作的职能部门应当明确
相关内设机构或者专门人员，负
责承担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
应当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或者指定专门人员，及时办理未
成年人相关事务；支持、指导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立专人
专岗，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发展职业

教育，保障未成年人接受职业教
育或者职业技能培训，鼓励和支
持人民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为未成年人提供职业技
能培训服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具
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能适应校
园生活的残疾未成年人就近在
普通学校、 幼儿园接受教育；保
障不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
残疾未成年人在特殊教育学校、
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义务教育
和职业教育。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特
殊教育学校、 幼儿园的办学、办
园条件，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举
办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
改善适合未成年人的活动场所
和设施， 支持公益性未成年人
活动场所和设施的建设和运
行， 鼓励社会力量兴办适合未
成年人的活动场所和设施 ，并
加强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对困境未成年人实施分类保
障，采取措施满足其生活、教育、
安全、医疗康复、住房等方面的
基本需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开
通全国统一的未成年人保护热
线，及时受理、转介侵犯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的投诉、举报；鼓励
和支持人民团体、 企业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参与建设未成年人
保护服务平台、服务热线、服务
站点，提供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
咨询、帮助。

国家建立性侵害、 虐待、拐
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人员信
息查询系统，向密切接触未成年
人的单位提供免费查询服务。

设置搜寻走失未成年人
安全警报系统

保护未成年人，整个社会应
该如何做？ 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专
章的形式对此进行了规定。

在第四章社会保护中，未
成年人保护法强调， 未成年人
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应当符合
国家或者行业安全标准， 并采
取相应安全保护措施。 对可能
存在安全风险的设施， 应当定
期进行维护， 在显著位置设置
安全警示标志并标明适龄范围
和注意事项； 必要时应当安排
专门人员看管。

大型的商场、超市、医院、图
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游乐场、
车站、码头、机场、旅游景区景点
等场所运营单位应当设置搜寻
走失未成年人的安全警报系统。
场所运营单位接到求助后，应当
立即启动安全警报系统，组织人
员进行搜寻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公共场所发生突发事件时，
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图书馆、
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儿童
之家应当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展览
馆、美术馆、文化馆、社区公益性
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以及影剧
院、体育场馆、动物园、植物园、
公园等场所，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对未成年人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国家鼓励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等公
共场馆开设未成年人专场，为未
成年人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国家鼓励国家机关、企业事
业单位、部队等开发自身教育资
源，设立未成年人开放日，为未
成年人主题教育、 社会实践、职
业体验等提供支持。

国家鼓励科研机构和科技类
社会组织对未成年人开展科学
普及活动。

鼓励社工、社会组织参与

作为社会力量的一部分，包
括社工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如
何参与到未成年人保护中呢？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培育、引导和
规范有关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
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开展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为未成年人的
心理辅导、康复救助、监护及收
养评估等提供专业服务。

国家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者参与涉及未成年人
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心理干预、法
律援助、社会调查、社会观护、教
育矫治、社区矫正等工作。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
引入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
订案 10 月 17 日

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 二 十二 次 会 议 表 决 通
过， 该法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
护法强调，保护未成年人，
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
党、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城乡基层群
众性自治组织、 未成年人
的监护人以及其他成年人
的共同责任。

社会力量在未成年人
保护中将发挥更多作用。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