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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遵循的是自愿原则，然而许
多街面流浪乞讨人员以拾荒、乞讨为
生，不愿进站接受救助。“让流浪乞讨
人员愿意接受就得有一颗同理心。”
王刚说，既然他们不愿进站接受救
助，就去他们身边救助。

去年6月2日，王刚接到救助线
索，在第一医院门口天桥上有名盲人
拉二胡乞讨。赶到现场时王刚惊呆
了，眼前这名盲人面部严重烧伤，甚
至根本看不到眼睛。旁边一名身体健
全的老妇人自称是他妈妈。王刚问这
对母子是否需要帮忙。最初他们情绪
有些抵触，并不愿回答。王刚就陪在
他们身边，跟他们聊起家常。

聊天中王刚了解到，盲人男子叫
阿伟（化名），安徽人，小时候遭遇火
灾导致双目失明，面部损伤严重。父
亲过世后，妈妈领着他四处卖艺为
生。王刚提出送他们回家并想去他们
住处坐坐，母子二人带王刚来到了位
于前埔的出租屋。

屋子特别简陋狭小，并排放了两
个高低床。王刚说，到了住处他才发
现，除了这对母子，阿伟的盲人妻子
和7岁的儿子也跟他们住在一起。

“一家四口的处境让人心酸，我们只
有竭尽所能去帮助这个家庭。”王刚
说。临走时，王刚将救助车上的救助
物资送给了他们，泡面、纯净水，面巾
纸、口罩，还有衣服鞋子。同时劝说他
们不要再去卖艺乞讨，如果需要帮助

可以给他们打电话。
之后，王刚和同事多次上门慰

问，每次都大包小包送去很多生活必
需品。去年春节前夕，阿伟主动联系
王刚，说家里实在没钱了，连年货都
没法买。站领导当即指示王刚他们赶
紧带上大米、食用油和鸡蛋等年货送
上门。

在王刚的帮助下，阿伟和妻子回
老家申请了残疾人补贴，一家人的生
活也在慢慢变好。

还有一天中午，王刚接到紧急求
助，一名小伙在珍珠湾海滩要轻生。
王刚来不及吃午饭就赶到现场。最初
小伙情绪激动，想靠近都很难。王刚
发挥了东北人特有的亲和力，跟小伙
聊天，和他一起探讨解决办法。

渐渐地，小伙开始信任王刚，两人
肩并肩坐在海边，一坐就是6个小时。
王刚了解到，他叫阿东（化名），来自贵
州，29岁。因患有先天性癫痫，阿东需
要每天吃药，也因病被公司辞退。阿东
渴望有一份工作自食其力，不想进救
助站。王刚被他的要强性格所打动。之
后，在救助站的帮助下，阿东在思明区
民政局申请到了临时性困难补助。王
刚也成了他的“知心老大哥”，遇到困
难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刚。

就在这个月，阿东跟王刚说要去
东莞打工，救助站帮他买了一张车票，
王刚把他送上车。临走时王刚叮嘱他，
在外面遇到困难还可以来找他。

应助尽助 以“三心”破解“三难”
厦门市救助站街面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成果显著

救助街面流浪乞讨人员
有三难：发现难、救助难、
杜绝难。破解这“三难”，

厦门市救助站工作人员有“三心”：
责任心、平等心、同理心。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救助站开
放日。作为救助站的一项重要工
作，市救助站创新街面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工作思路，救助成果显著。

去年以来，市救助站累计出动
工作人员3895次，巡查1635次，出
动车辆995辆次，共劝导918人次，
协助返乡508人次，发放衣物65件，
食物1779件，切实做到“弱有所扶、
难有所帮、困有所助、应助尽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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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面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的第
一难是“发现难”。根据热心市民
来电提供线索，工作人员第一时
间赶赴现场，往往找不到流浪乞
讨人员。一些了解巡查劝导规律
的流浪乞讨人员常跟工作人员

“捉迷藏”，要么“避而不见”，要么
“你来我往”。

“作为政府兜底职能的重要
抓手，救助站是流浪乞讨人员最
后一个避风港，要把救助工作当
成一项事业，需要有一颗责任
心。”厦门市救助站劝导科科长
王刚说，他们变被动为主动，结
合流浪乞讨人员不确定性强、流
动性大的特点，采取“5+2”“白+
黑”拉网式主动巡查模式，每天
上下午和晚上分批组织巡查，开
展街面劝导工作。加大对健身广
场、街心公园、过街天桥、地下通
道、旅游景点等重点区域的巡查
力度与密度。

同时，定点定人巡查劝导。守
在流浪乞讨人员经常露宿的区
域，反复巡查劝导；特别注意辨认
和发现流落街头的智力障碍者、
精神病人、走失人员、离家出走未
成年人等无力自行寻求救助的人
员，发现一个救助一个；对职业乞
讨人员耐心引导，助其返乡自食
其力。

值得一提的是，市救助站还
利用路名牌进行宣传。在全市重
要地段110个路名牌灯箱发布救
助政策、程序、电话及到达救助站
的交通方式，求助人员随时可到
站求助或拨打电话求助，因此救
助站接到热心市民电话提供的线
索也明显增多。工作人员还利用
巡查劝导之机与路段保洁、重点
商圈物业人员、生活无着人员聚
集点周边群众广泛接触，积极动
员，互加微信发展为“信息员”，为
救助站实时提供救助线索。

王刚坦言，救助只是临时的、短
暂的，流浪乞讨人员从“发现-救助-
回归家庭、回归社会”，需要公安、城
管、救助站、街道（乡镇）、村（居）委会
等各部门“全链条”的共同努力。

市救助站主动探索，对确实符合
条件返乡的流浪乞讨人员，积极链接
流出地救助政策资源，主动延伸救助
服务，做好回归巩固工作，从根源上
解决其反复流浪的问题。

“他们坐着，我和他们肩并肩坐
着；他们躺着，我在他们身边蹲着。帮
助流浪乞讨人员，需要一颗平等心。”
王刚说。

去年1月，一封求助信引起了市
民政局领导的高度重视。求助人是在
厦生活了20多年的光叔（化名），吉
林通化人，68岁。信中说，他曾在厦做
泥水工，还多次献血。2019年大病一
场，没法干重活，户口被注销，没有身
份证，无法继续打工，生活陷入困境。

市救助站工作人员立即前往东
坪山四处打听，找到了光叔，先解决
了他越冬过年的生活必需品问题。通
过多次接触，救助站工作人员了解
到，首要任务是解决光叔的身份问
题。工作人员反复与吉林通化救助站
联系，与当地民政、公安部门多次沟
通，最终帮助光叔恢复了户籍，补办
了身份证，同时落实了低保待遇。去
年8月，吉林通化救助站工作人员特
地来厦接光叔返乡。

把关爱送到盲人乞讨者家里

用 破解“杜绝难”平等心
延伸服务解决反复流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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