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意见的通知

内政办发〔2012〕86 号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各委、办、厅、局，各大企

业、事业单位：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

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1〕39 号)

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人民政府要充分认识做好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其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机制。自治

区人民政府成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各级

人民政府都要成立由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的工作领导小组和办事

机构，统筹协调当地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及时研究解决

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二、明确部门职责

各相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密切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流浪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民政部门要发挥牵头部门作用，会同相关部

门制定具体贯彻落实措施，加强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能力建设，

强化对救助保护机构的监督管理，积极开展主动救助工作。公安机

关要依法严厉打击针对流浪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对在执行

职务时发现的流浪未成年人及时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

会同救助保护机构及时查找流浪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按

规定办理户口登记手续；建立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联系人制

度。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职

业教育，落实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的各项政策措施；支持

救助保护机构帮助流浪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或替代教育，对救

助保护机构教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职称评定和岗位聘用；建

立适龄儿童辍学、失学信息通报制度，指导学校做好流浪未成年

人劝学、返学工作。卫生行政部门要不断完善定点医院制度，坚

持“先救治、后救助”原则，建立流浪未成年人医疗救治绿色通

道，提供及时规范医疗服务；指导救助保护机构开展流浪未成年

人心理疏导、行为矫治和康复训练等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要会同民政等部门组织开展针对流浪未成年人的职业技能培

训；对年满 16 周岁有就业能力的流浪未成年人，提供免费职业

介绍和职业培训补贴。财政部门要做好包括流浪未成年人在内的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保障工作；指导各盟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落实救助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倾斜政策。发展改革、司法行

政、交通运输、城管、残联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能做好相关工作。



三、狠抓工作落实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把加强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摆

到突出位置，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抓紧抓好。要进一步加大

资金投入力度，保障流浪未成年人生活救助、医疗救治、教育矫

治、返乡救助和临时安置等救助保护经费支出，加快流浪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中心建设。要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整合资源、

形成合力，确保 2012 年底基本实现城市街面无流浪未成年人的

目标。

2012 年 7 月 30 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11〕3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近年来国

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取得了

积极成效。但受人口流动加速、一些家庭监护缺失和社会不良因

素影响，未成年人流浪现象仍然存在，甚至出现胁迫、诱骗、利

用未成年人乞讨和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等问题，严重侵害了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妨害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进一步完善流浪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体系，切实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

作，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

做好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健康成

长，关系到社会和谐安定，关系到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落实。及

时有效救助保护流浪未成年人，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是维护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内容，是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重要

举措，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方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

要体现。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法律

法规，不断完善政策措施，提升救助保护水平，维护好流浪未成

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一)总体要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贯彻

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的方针，健全机制，完善政策，落实责任，加

快推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体系建设，确保流浪未成年人得到

及时救助保护、教育矫治、回归家庭和妥善安置，最大限度减少

未成年人流浪现象，坚决杜绝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

违法犯罪行为。

(二)基本原则。

坚持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优先。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健康成

长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对家庭监护的指导和监督，及时救助流浪

未成年人，严厉打击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犯罪

行为，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受保护权。

坚持救助保护和教育矫治并重。积极主动救助流浪未成年

人，保障其生活、维护其权益；同时加强流浪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文化和法制教育，强化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治，帮助其顺利回

归家庭。

坚持源头预防和综合治理。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司法等手



段，落实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和扶贫开发等政策，强化家庭、学

校、社会共同责任，不断净化社会环境，防止未成年人外出流浪。

坚持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落实政府责任，加大政府投入，

加强各方协作，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作用，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流

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的积极性，形成救助保护工作的合力。

三、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政策措施

(一)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救助保护。公安机关发现流浪乞讨

的未成年人，应当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其中由成年人

携带流浪乞讨的，应当进行调查、甄别，对有胁迫、诱骗、利用

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犯罪嫌疑的，要依法查处；对由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携带流浪乞讨的，应当批评、教育并引导护送到救助保护

机构接受救助，无力自行返乡的由救助保护机构接送返乡，公安

机关予以协助配合。民政部门要积极开展主动救助，引导护送流

浪未成年人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城管部门发现流浪未成年

人，应当告知并协助公安或民政部门将其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接

受救助。对突发急病的流浪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和民政、城管部

门应当直接护送到定点医院进行救治。

充分发挥村(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作用，组织和动员居民

提供线索，劝告、引导流浪未成年人向公安机关、救助保护机构

求助，或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

(二)加大打击拐卖未成年人犯罪力度。公安机关要严厉打击

拐卖未成年人犯罪，对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和被强迫从事违法犯



罪活动的未成年人，要一律采集生物检材，检验后录入全国打拐

DNA(脱氧核糖核酸)信息库比对，及时发现、解救失踪被拐未成

年人。加强接处警工作，凡接到涉及未成年人失踪被拐报警的，公

安机关要立即出警处置，认真核查甄别，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强化

立案工作，实行未成年人失踪快速查找机制，充分调动警务资源，

第一时间组织查找。建立跨部门、跨警种、跨地区打击拐卖犯罪

工作机制。民政等有关部门要协助公安机关做好被拐未成年人的

调查、取证和解救工作。

(三)帮助流浪未成年人及时回归家庭。救助保护机构和公安

机关要综合运用救助保护信息系统、公安人口管理信息系统、全

国打拐 DNA(脱氧核糖核酸)信息库和向社会发布寻亲公告等方

式，及时查找流浪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对查找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要及时安排接送返乡，交通运输、铁道等部门要在购票、进出站、

乘车等方面积极协助。流出地救助保护机构应当通知返乡流浪未

成年人或其监护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做好救助保护和帮扶工作。流出地救助保护机构要对流浪未成年

人的家庭监护情况进行调查评估：对确无监护能力的，由救助保

护机构协助监护人及时委托其他人员代为监护；对拒不履行监护

责任、经反复教育不改的，由救助保护机构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

对暂时查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流浪未成年人，在继续



查找的同时，要通过救助保护机构照料、社会福利机构代养、家

庭寄养等多种方式予以妥善照顾。对经过 2 年以上仍查找不到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公安机关要按户籍管理有关法规政策规定为

其办理户口登记手续，以便于其就学、就业等正常生活。对在打

拐过程中被解救且查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婴幼儿，民政部

门要将其安置到社会福利机构抚育，公安机关要按规定为其办理

户口登记手续。

(四)做好流浪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救助保护机构要依法承

担流浪未成年人的临时监护责任，为其提供文化和法制教育、心

理辅导、行为矫治、技能培训等救助保护服务，对合法权益受到

侵害的，要协助司法部门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司法救助。救

助保护机构要在教育行政部门指导下帮助流浪未成年人接受义

务教育或替代教育，对沾染不良习气的，要通过思想、道德和法

制教育，矫治不良习惯，纠正行为偏差；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按

照有关规定送专门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对流浪残疾未成年

人，卫生、残联等部门要指导救助保护机构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康

复训练等。

(五)强化流浪未成年人源头预防和治理。预防未成年人流浪

是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的共同责任，做好源头预防是解决未

成年人流浪问题的治本之策。家庭是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流浪的

第一责任主体，应当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责任和抚养义

务。有关部门和基层组织要加强对家庭履行监护责任的指导和监



督，对困难家庭予以帮扶，提升家庭抚育和教育能力，帮助其解

决实际困难。村(居)民委员会要建立随访制度，对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责任或者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要予以劝

诫、制止；情节严重的，要报告公安机关予以训诫，责令其改正；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学校是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阵地，要坚持育人为

本、德育为先，加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心理健康辅导，根据学

生特点和需要，开展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使学生掌握就业技能，

实现稳定就业；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要进行重点

教育帮扶；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要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教育资

助和特别关怀。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适龄儿童辍学、失学信息通

报制度，指导学校做好劝学、返学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村(居)民委员会要积极做好协助工作。

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义务教育、社会保障

和扶贫开发等政策，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把流浪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纳入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工作、“春蕾计划”、“安

康计划”和家庭教育工作的总体计划；将流浪残疾未成年人纳入

残疾未成年人康复、教育总体安排；充分发挥志愿者、社工队伍

和社会组织作用，鼓励和支持其参与流浪未成年人救助、教育、

矫治等服务。

四、健全工作机制，形成救助保护工作合力

(一)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



负责、社会参与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机制。建立民政部

牵头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和困难，制定和完

善相关政策措施，指导和督促地方做好工作。民政部要发挥牵头

部门作用，加强组织协调，定期通报各省(区、市)流浪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工作情况，建立挂牌督办和警示制度。地方各级政府要

高度重视，建立由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

作机制；要建立和完善工作责任追究机制，对工作不力、未成年

人流浪现象严重的地区，追究该地区相关领导的责任。

(二)完善法律法规。抓紧做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法律法

规规章修订相关工作，完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制度，健全流

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教育矫治、回归安置和源头预防等相关规

定，规范救助保护工作行为，强化流浪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和保护，

为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三)加强能力建设。各级政府要加强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能力建设，进一步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要充分发挥现有救助保

护机构、各类社会福利机构的作用，不断完善救助保护设施。要

加强救助保护机构工作队伍建设，合理配备人员编制，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落实救助保护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倾斜政策，对救助保

护机构教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职称评定和岗位聘用。公安机

关要根据需要在救助保护机构内设立警务室或派驻民警，协助救

助保护机构做好管理工作。财政部门要做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

金保障工作，地方财政要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中央财政给



予专项补助。

(四)加强宣传引导。进一步加大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律法规

宣传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活动，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未

成年人权益保护意识。加强舆论引导，弘扬中华民族恤孤慈幼的

传统美德，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开展慈善捐助、实施公益项目、提

供志愿服务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

营造关心关爱流浪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围。

二○一一年八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