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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不进，回不去”的流动青少年需要什么

有着十几年社会工作经历
的张瑾瑜向记者描述了一个普
遍现象：一些青少年从小以留守
儿童的身份在农村或偏远地区
长大，因为缺少家庭教育和社会
资源，农村对他们已经没有吸引
力。 他们长大后来到大城市找工
作，由于生活成本高、社会资源
或自身技能不足等原因，很可能
会去高强度、 低技能的岗位工
作。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处于“融
不进，回不去”的状态，感到迷茫
和焦虑。 他们往往会以家乡或共
同经历等因素形成集群，在面临

“呼朋唤友” 的情绪裹挟或遇到
街头的诱惑时，就有可能出现偏
差行为，甚至去实施犯罪行为。

张瑾瑜所在的机构是上海
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以
下简称“阳光中心”），作为副总
干事，他目前主要负责服务群体
的分析研究工作。 阳光中心是由
共青团上海市委主管的社会服
务机构，自 2004 年成立以来，一
直运用专业方法开展就业创业、
社会融入、生命健康、助困增能、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等服务，
特别是在预防青少年犯罪方面，
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经验。

“流动青少年需要什么，我
们就尽量提供什么。 ”张瑾瑜介
绍， 考虑到这个群体的流动性
大，阳光中心采取了以固定阵地

和重点场域为抓手、覆盖青少年
群体的工作思路。

随着城市的发展，阳光中心
先后在来沪人员较多的七浦路
服装批发市场、 豫园小商品市
场、虹口灯具城、青浦区工业园
区等地建立站点，由社工入驻开
展服务。 社工会进入看守所、拘
留所，为在押青少年提供法治意
识宣传、人际关系修复、生存技
能提升等服务。 此外，他们还开
展来沪二代子女助学成长项目，
在学校和社区招募服务对象，提
供沪语学习、艺术类课程和亲子
沟通等服务，帮助孩子们丰富童
年、融入社会。

张瑾瑜告诉记者，阳光中心面
向羁押在拘留所和看守所的流动
青少年开展的服务，是针对他们的
心理状态和生活需求设计的。

社工会在进行生命历程访
谈时，挖掘影响流动青少年产生
犯罪行为的因素。 比如，他们都
是抱着改善生活的目的来到大
城市，为了挣钱，可能会从事传
销、盗窃、诈骗、色情服务，或者
被身边人影响， 发生聚众斗殴、
寻衅滋事等行为。 在监所中，他
们的情绪往往呈现从紧张、焦
虑，到麻木、失望，再到出所前的
迷茫，这样的“循环”状态。

“如果我们能帮助他们树立
良好的价值观，改善他们的人际

关系， 增强与重要他人的联结，
做好生涯规划，提升文化素养和
职业技能，无论他们过往的背景
如何， 只要有目标并为之努力，
相信他们都能远离犯罪，向更好
的方向发展。 ”张瑾瑜说。

小胜（化名）是一名来沪务
工“二代”，父母都在饭店工作，
一家三口曾住在临时宿舍里。 由
于缺乏家庭归属感，小胜在社会
上结识了一群“好兄弟”整日玩
乐。 一晚，兄弟们囊中羞涩又想
要消费，便煽动小胜一起实施了
抢劫。 由于小胜犯案时是未成年
人且是初犯，检察院委托阳光中
心的青少年事务社工进行社会
观护帮教工作。

在看守所内被羁押了 50 多
天又被转去工读学校，小胜觉得
自己被贴上了“坏孩子”的标签，
情绪变得低落， 开始自暴自弃，
在校经常与人发生冲突，成绩也
一落千丈。 社工一方面陪伴鼓励

小胜度过情绪波动期，另一方面
着手修复他与父母的关系，帮助
他的父母提升家庭教育意识与
能力。 小胜顺利度过了考察期，
参加了中考。

帮教结束后，小胜一直和社
工保持着联系， 汇报自己的进
步。 职高一年级时，他期末考试
考得不错，进了年级前十。 二年
级时， 他担任了学生会的干部。
毕业后，小胜去了一家新业态的
科技公司做项目主管。 3 年后，小
胜在昆山贷款买了房，他和父母
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又过了 3
年，小胜符合苏州的人才引进标
准，将户口迁到苏州，开启了创
业之旅。

阳光中心副总干事、负责全
市各区重点工作推进和督导的
社工郭明，向记者介绍了阳光中
心在重点场域开展工作的情况。

社工们注意到，服务行业尤
其是从事餐饮业的务工青年一

般在午市结束后、晚市开始前休
息，社工就抓住这个时段开展宣
讲服务。 郭明说，“在这个年龄
段，他们有一些生理需求，也存
在一定风险。 如果不了解生殖健
康知识，一旦女方意外怀孕实施
引产手术，会对她们的身心健康
造成不良影响。 也有的年轻人没
钱去引产，一直拖到生产，那又
可能发生弃婴问题。 我们和相关
部门一起，进行防范性侵和生殖
健康知识宣讲、 发放计生用品，
做的是前端干预。 ”

在外来务工青年聚集的批
发市场和工业园区等区域，阳光
中心已经建立起了多个工作站
点， 以社工驻站的方式提供服
务。 这样，虽然务工者的流动性
强，但提供服务的社工点是固定
的。例如，在有着 6000 多家商铺、
两万余名从业人员的七浦路服
装批发市场，阳光中心社工站点
在七浦汇群团服务站的平台上，
根据街区从业人员实际需求，发
挥社工的专业特长，搭建了集服
务、维权、学习、融入等功能为一
体的综合性服务阵地，每年受益
的青少年约有 3000 人次。

目前， 阳光中心在全市 12
个区设立了工作站，有近 400 名
青少年事务社工开展工作。 张瑾
瑜坦言， 他们的工作也有瓶颈：

“比如我们想面向外卖员、 快递
员开展服务，但他们工作起来往
往连轴转，工作日根本没有时间
休息， 休息日也累得只想睡觉。
而企业方、站点也很难为员工安
排出时间。 ”他认为，要将服务流
动青少年的工作做得更好，还需
要大环境的改善和社会各方力
量的参与。 （据《中国青年报》）

近年来，甘肃省兰州市民
政局经过长期探索，形

成了 “3×3”社会救助工作矩阵 ，
根据困难程度，在服务对象上明
确“特困-低保-公众”三个层面；
根据任务属性，在工作目标上明
确“常规-亮点-创新”三个层级，
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社会救助
政策落实、落地、落细新模式。

聚焦三抓一提升
做好常规工作文章

据了解，兰州市民政局以最
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和临
时救助工作为三重抓手，着力提
升社会救助政策效能。

该局深入实施“单人户”保障
政策，将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病、
重残人员等按照单人户纳入低保
范围。在收入核算中扣减因病、因
残、 因学大额刚性支出和必要的
就业成本。 在家庭成员人均收入
超过低保标准后， 根据实际情况
给予不超过 6个月的渐退期。

在特困人员供养方面， 该局
拓展了“无劳动能力”的残疾种类
和等级， 将一级视力残疾人等情

形视为“无劳动能力”。完善了“无
生活来源”的条件。 明确了“法定
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认定，规
定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等情形为

“无履行义务能力”。 适度放宽了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覆盖的未成年
人范围，缩短了办理时限。

此外，该局拓宽了临时救助
申请渠道，由原来的向户籍地申
请拓展到向户籍地或急难发生
地申请。 调整了县乡两级的审批
权限，将乡镇小金额救助审批权
限由原来的 500 元调整到 800
元；县级民政部门审批权限由原
来的 5000 元调整为 10000 元。加
强临时救助与最低生活保障、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等社会救助制
度的衔接，低保和特困申请办理
期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困境的，
可以视情给予临时救助。

聚焦多元工作法
做好亮点工作文章

该局对标保障基本民生、促
进社会公平以及维护社会稳定
的社会救助目标，以多元方法助
推工作亮点形成。

惠民服务的“三步工作法”。
第一步链接惠民政策， 尝试打破
部门间救助信息的壁垒， 链接教
育、人社、住建等 13 个部门社会
救助政策资源，梳理惠民政策 39
项。第二步强化政策宣传，将各部
门救助政策“打包”送到救助对象
家庭， 为困难群众提供救助政策

“菜单式”服务。 第三步推动政策
落实，积极引导专业社工、志愿服
务队伍等多元化主体参与社会救
助工作，落实落细救助政策。

综合救助的“8+1+N”工作
法。 构建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教育救助、医疗
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受灾
人员救助、临时救助等 8 项救助
政策为基础，以社会力量参与救
助为补充的社会救助格局。 为困
难群众开展“五减免三保险”服
务，即减免交通费、暖气费、燃气
费、学杂费、电费，购买老年人意
外伤害险、“两保一孤”商业保险
和金城·惠医保。 通过打造“按需
救助、个性化救助”的工作模式，
确保困难群众应保尽保、应兜尽
兜、应救即救。

脱困解困的“四象限工作

法”。 根据政策导向和救助时效
两个维度，从四个象限推进城镇
困难群众脱困解困政策落实。 一
是落实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积极
开展排查摸底，严格规范认定条
件，适度扩大保障范围。 二是开
展特困供养人员救助关爱服务，
靠实监护责任，落实走访探视制
度。 三是实施临时救助政策，充
分考虑困难类型、 困难程度、家
庭人口和困难延续时间，给予临
时救助。 四是加强低保边缘人口
动态监测，通过线上预警与线下
调查相结合、个人申请与主动发
现相结合方式，对低保边缘人口
开展预警监测，将符合条件的及
时纳入相应救助范围。

聚焦强省会要求
做好创新工作文章

强省会进程中，以重塑目标
定位、丰富救助内容、健全服务
体系推动救助工作集成化创新。

伴随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
绝对贫困问题彻底摆脱。 在乡村
振兴总体框架下社会救助同步
跟进，社会救助从兜底型向发展

型转变。 通过个性化、法制化和
信息化并举，构建发展型社会救
助制度体系，推动政府部门与救
助对象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困难
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丰富基本内容。 积极发展服
务类社会救助， 形成“物质+服
务”的救助方式，转向物质保障、
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心理疏导、
能力提升和社会融入等服务，逐
步构建起了“经济保障”与“服务
保障”相结合的社会救助驱动机
制。 同时，规避社会救助“捆绑福
利”， 破除了城乡低保与专项救
助间的叠加，形成了梯度救助格
局，编牢了社会救助的“网底”。

健全服务体系。 从救助对象
的需求侧出发， 建立了主动发
现、预警监测机制和居民家庭经
济状况核对机制，推进了社会救
助制度的城乡统筹。 划分出低保
对象和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
和支出型贫困家庭、突发性临时
性困难家庭三个救助类型，分别
对应基本生活救助、低收入群体
救助和社会公众救助，构建起了
分层分类、城乡统筹的社会救助
体系。 （据中国新闻网）

甘肃兰州：矩阵工作法探社会救助政策落实、落地、落细新模式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帮助涉罪
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等问题，成为一些代表委员的关

注重点。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近年来大城市的流
动青少年犯罪问题逐渐凸显。据统计，在上海，来沪青少年犯
罪在 25岁以下青少年犯罪中的占比处于高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