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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民童〔2021〕32 号

福建省民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示范点

创建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区）民政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

现将《福建省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示

范点创建专项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福建省民政厅

2021 年 4 月 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民政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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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

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示范点创建专项行动方案

为推进“福蕾行动计划”有效实施，提升我省农村留守儿童

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及保障水平，打造我省儿童福利保障和关爱

服务品牌，促进我省儿童福利事业高质量发展，自2021年至2023

年，在全省开展为期三年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

障工作示范点（以下简称示范点）创建专项行动，特制定本行动

方案。

一、目标任务

到 2021 年底，每个县（市、区）至少建成 1 个乡镇示范点，

全省共创建 100 个乡镇示范点，乡镇示范点困境儿童结对帮扶达

到 100%，全省困境儿童结对帮扶达到 40%；到 2023 年底乡镇示

范点覆盖率达 30%以上，全省困境儿童结对帮扶达到 100%，我省

儿童福利保障和关爱服务能力水平进一步提升，促进形成专业

化、系统化、常态化的关爱服务体系，推进我省儿童福利事业高

质量发展。

二、主要内容

（一）规范示范点建设。示范点场所面积不低于 120 平方米，

内设儿童学堂、活动室、图书室、亲情关爱室、心理疏导室等。

示范点名称统一命名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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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示范点”。

（二）合理分类精准服务。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

自身和其家庭情况，开展需求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区分轻重缓

急，把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分为日常关爱、重点关

爱和紧急救助三类。

日常关爱，是指儿童处于正常的家庭生活中，身心健康，现

抚养人能够履行监护和抚养责任。

重点关爱，是指儿童虽有人监护和抚养，但生活陷入困境，

或因精神关怀缺失、遭受家庭创伤等原因，导致出现心理障碍、

行为失常等影响身心健康成长情形，需要重点关注。

紧急救助，是指儿童处于监护缺失状态、现抚养人丧失监护

能力或不履行监护责任、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疑似遭受意外伤害

或不法侵害等情形，急需救助。

（三）项目带动关爱服务。根据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

不同类别需求，制定帮扶关爱服务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困难帮

扶、课业辅导、亲情关爱、人际调适、心理辅导、行为矫治等关

爱帮扶服务。

1.假期关爱服务。利用暑寒假、周末等节假日，每年举办 1

至 2 期夏令营、冬令营活动（每期不少于 10 天），开办周末“兴

趣班”，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留守和困境儿童安全常识培训、爱

国主义教育、传统文化及身心健康教育、亲情培育等，丰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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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生活，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2.结对帮扶服务。广泛链接社会资源，引导党政干部、教师、

企业家、社会爱心人士、社会组织、志愿者团体等各方力量，与

困境儿童开展结对帮扶，建立困难帮扶联系卡，进行身心健康关

爱服务和生活、教育等方面的重点帮扶。

3.亲情关爱服务。招募学校老师、社会爱心人士等担任“爱

心爸爸”“爱心妈妈”，与留守儿童结对帮扶，每个月至少开展 1

次谈心交流、每季度至少 1 次入户看望，让农村留守儿童享受更

多亲情关爱。建立“爱心家长”数据库，大力宣传“爱心家长”

先进典型，鼓励更多热心人士加入“爱心家长”行列。建立“亲

情关爱室”，为留守儿童与家长提供“亲情视频连线”交流互动

平台，增进亲子交流互动。

4.心理健康服务。组织心理专业社工人员，为精神关怀缺失、

遭受心理创伤等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有针对性地

开展人际调适、精神慰藉、心理疏导、人格健康成长等关爱服务，

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5.儿童学堂服务。依托农村幸福院、“儿童之家”、儿童关爱

示范点等场所设施条件，开办“儿童学校”，对农村留守留守儿

童和困境儿童家庭开展监护法制宣传、安全和心理健康教育、隔

代教育能力建设等，为下午放学后的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进

行课外作业辅导和照料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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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资源链接服务。积极链接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慈善团

体、社工机构、爱心人士、志愿者等资源，为农村留守儿童和困

境儿童提供日常关爱、节日慰问、法律援助、教育资助以及临时

救助等服务，为有意愿和能力的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家庭发

展提供支持。

（四）加强队伍建设。采取政府委托、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合作、孵化扶持等多种方式，培育发展一批儿童服务类慈善组织、

社会工作机构和志愿者队伍；以专业社工机构为骨干，开展儿童

督导员、儿童主任和志愿者业务培训，提升服务能力。鼓励承接

示范点建设的社会组织优先聘请村（居）儿童主任或本地爱心人

士协助开展关爱服务，培养壮大本地专业化儿童关爱服务队伍。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民政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

童保障工作，要以创建示范点为抓手，强化品牌建设意识，加强

统筹协调，积极推动解决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不断提升关爱

服务能力水平。

（二）落实经费保障。省级给予每个示范点建设专项资金补

助，从省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中用于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的资

金中安排。市、县（区）级民政部门要从本级困难群众救助资金、

福彩公益金或专项经费中相应安排资金，补助示范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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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压实责任落实。各设区市民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

示范点建设负总责任，要加强督促指导，及时总结经验。各县（市、

区）民政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示范点建设，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方式，确定承接社会组织（社工机构），加强业务指导，加

强资金管理，组织评估，以及协调乡镇为示范点建设提供场所和

必要的条件。社会组织（社工机构）按照政府购买服务合同确定

的内容开展关爱服务，规范资金使用，及时报告工作开展情况。





福建省民政厅办公室 2021 年 4月 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