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皮磊

儿童是国家发展的未来和希望。如何进一步完善儿童

保护及服务体系，吸纳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将政策落

实到最后一公里？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公益研究院和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联合主办，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驻华办事处支持的“儿童主任专业化发展交流会”对此进

行了深入探讨。

65.1万人服务于村居一线

儿童主任让政策变得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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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保

护处处长朵拉、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康鹏、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

理事长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公益研究院执行院长高华

俊、湖南省民政厅儿童福利处

一级调研员张颖、中国乡村发

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秦伟、中国

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副教

授童小军、山东女子学院副教

授赵记辉参加会议并发言。来

自云南、广西、陕西等地的儿童

主任代表，分享了各自在推进

儿童主任队伍发展的实践经验

和对儿童主任未来发展方向的

建议。

儿童保护是一个长期话

题，做好公众倡导是重要一环。

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也是北

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主办的

“中国儿童福利与保护宣传月”

的首场活动。宣传月活动将围

绕儿童福利与保护问题、儿童

保护制度创新、社会参与及儿

童主任制度专业化等问题展开

持续交流探索。

65.1 万名儿童主任
服务于一线村居

据高华俊介绍，通过十多

年的努力，中国儿童福利与保

护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如六

大保护体系初步建立、儿童福

利制度进一步完善、儿童主任

队伍初步建成等。“现在我们正

站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如何

推动儿童福利与保护服务的高

质量发展、推动儿童福利与保

护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儿

童主任队伍专职化建设正是路

径之一。”

在多年的探索发展历程中，

有人将儿童主任比喻为“赤脚社

工”，以此来肯定这一群体在儿

童权益保障方面发挥的积极作

用。王振耀以《“赤脚社工”专职

化之路》为题，系统介绍了儿童

主任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历程。

据他介绍，2010 年，基于儿
童服务需求与政策落地情况存

在差异的现实需求，民政部、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北师大中

国公益研究院等在内的高校专

家启动了“中国儿童福利示范

项目”。当时，该项目在山西、河

南、四川、云南和新疆等 5 省 12
县 120 村设立儿童主任，开办
儿童之家，并由 5 位高校专家
通过包干制分别支持 5 个省份
的项目区，面向约 7.4 万名儿
童开展服务。

根据前期示范项目的显著

成效，2015 年，民政部决定将项
目推广成“百县千村”计划。

2016 年，国务院正式发布意见，
首次提出建立“儿童福利主任”

队伍。同时，更多社会组织开始

参与儿童主任项目工作。制度

上的推广和公益力量的参与，

使得儿童主任开始在全国范围

内迅速制度化和普及化。

2019 年，民政部等十个部
门正式发文明确村（居）委员会

设立儿童主任职位，2020 年儿
童主任实现村（居）全覆盖。

2021 年，国务院提出，每个村
（社区）至少设立一名儿童主

任，儿童数量较多的村（社区）

要增设补充儿童主任。2019-
2023 年，儿童主任制度进入“巩
固提升阶段”。截至目前，全国

已经有 65.1 万儿童主任服务在
一线村居中。

“设立儿童主任为儿童提

供福利服务的做法，曾被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评为全球‘创新

促公平年’的一个创新向其他

国家推广。儿童主任制度的创

立也是由国际机构、政府部门

及学者有效联合推动，是各方

联合推动政策创新的典型范

例。”王振耀表示。

儿童主任让政策
变得更有温度

那么，儿童主任制度的设

立，能够为一线儿童保护带来

哪些改变？来自政府部门、高

校、社会组织等领域的代表给

出了自己的答案。

作为儿童主任项目的深度

参与者，童小军指出，儿童主任

让政策变得更有温度，更贴近

儿童家庭，落实了最后一公里

的服务。“儿童主任是最前线的

工作人员，他们离孩子和家庭

最近，最了解整个社区的情况，

是真正落实儿童福利与保护制

度的一线工作者。”

云南省陇川县民政局社会

福利和社会事务股股长张发勇

谈道，儿童主任为儿童及家庭

提供了除资金以外更丰富多样

的服务。“以陇川县为例，儿童

主任在村居中帮助改善了困境

儿童的生活，他们向儿童家庭

宣传儿童保障政策，通过定期

排查安全场所，提供必要安全

知识宣传，促进儿童家庭形成

了基本儿童保护意识。此外，儿

童主任能根据儿童问题紧急程

度及时上报或链接相关资源帮

助儿童及家庭，为不同类型儿

童提供精准个性化服务。”

湖南省级通过发布工作标

准、组织轮训、培训社会组织推

动儿童主任工作制度化发展，

成为项目执行较为典型的省份

之一。张颖重点介绍了湖南在

开展儿童主任工作中的有效经

验和做法。她谈道，湖南省于

2019 年年底在全省 2.9 万个村
和社区建立起儿童主任队伍，

并规定儿童主任由村两委中的

女性委员担任。因此，湖南省的

儿童主任 80%是村和社区中的
妇联主席，15%是民政协理员，
其余由教师等人担任。

此外，儿童主任队伍建立

起来后，湖南省采取了一系列

重要举措，如建立儿童主任岗

位补贴制度，自 2019 年起每年
开展儿童主任轮训，明确儿童

之家的建设标准和服务功能并

进行示范评选，印发儿童主任

工作指引，明确儿童主任的工

作内容和方式，大力支持和孵

化社会组织参与儿童服务，探

索“儿童主任+社工+志愿者”
的儿童关爱服务模式。

推动儿童主任
专职化发展

不过，专家也指出，目前儿

童主任制度在不同地区、不同

层面还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

有些地区儿童主任岗位并不明

确，甚至更换频繁，导致工作不

能系统化开展。推动儿童主任

专职化发展，调动更多社会力

量参与到儿童主任制度建设当

中，成为眼下必须考虑的问题。

来自广西隆安的卢丹丹自

2021 年开始担任儿童主任。她
对记者表示，成为一名儿童主

任，与自己以往的工作经历有一

定关系。“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幼

儿园老师，在当幼师期间我接触

到许多家庭情况特殊的孩子，他

们当中有留守儿童、有单亲儿

童、有孤儿还有一些属于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之后我到了社区居

委会工作，当社区要求设立一名

儿童主任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

接下了这份责任。”

据她介绍，儿童主任要开展

的工作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工作就是掌握辖区内儿童的信

息，而收集信息最好的方式就是

走村入户、走街串巷，到儿童家

里实地探访。这份工作虽然并不

像想象中那么容易，但也让她感

到很大的成就感。不过卢丹丹也

坦言，由于自己是兼职做这一工

作，因此有时候在时间和精力上

感到无法分身。

来自云南省瑞丽市的瑞应

担任儿童主任工作已有 13 年，
是第一批儿童主任。她也表示，

儿童主任的工作非常重要，自

己会一直坚持下去，“但未来推

动儿童主任职业化、专业化非

常必要”。

针对项目执行中客观存在

的问题及一线儿童工作者的反

馈，就如何为儿童主任赋能这

一问题，来自社工机构、高校及

基层民政部门的代表也提出了

相关建议。

瑞丽是全国第一个通过设

立村居民政协理员推动儿童主

任全覆盖的县级市。瑞丽市民

政局儿童福利股副股长宋丽娟

指出，儿童主任是需要有明确

的资金保障的，有了资金保障

才能让他（她）们立足于这个岗

位，安心工作，不能一味地要求

儿童主任讲奉献讲爱心。此外，

为儿童主任提供各类专业培训

提升能力也是赋能的关键。“要

为儿童主任建立明确多样的激

励机制，促进儿童主任积极工

作，努力成长。”

对于儿童主任制度的创新

发展，康鹏给予了很大肯定。同

时，对于儿童主任队伍建设面

临的力量配置不足、责任落实

不到位、队伍能力素养局限、工

作酬劳缺乏保障等挑战，康鹏

也给出了相应建议。

康鹏表示，从无到有，政策

创新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儿童主任在儿童保护和福利

保障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但也还面临着力量配置不

足、酬劳缺乏保障等挑战。“儿童

青少年是社会工作的重要服务

领域，中社联下属的青少年与学

校、儿童救助等委员会都与此密

切相关，应坚持系统观念、强化

治理思维、坚持需求为本、利用

智能手段，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推动制度完善，营造‘人人参与、

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儿童工

作良好氛围。”

”

云南瑞丽儿童主任瑞应到补习班查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补习
情况（受访者供图）

广西隆安县儿童主任卢丹丹组织孩子们开展知识竞赛（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