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全福利保障体系 增进困境儿童福祉

陆治原

困境儿童是需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的对象。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对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作出综合性、

系统性制度安排。我们要认真抓好《意见》落实，用心用情用力做好

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提升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水平。

深刻认识落实《意见》、健全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的重要意义

这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

署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困境儿童念兹在兹，

多次深入城乡社区、到儿童福利院看望孤残儿童，对做好困境儿童关

爱保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童，全社

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各级党委和政府、社会各方面要切实

做好与儿童事业发展有关的各项工作，关心帮助困难家庭的孩子特别

是孤儿和残疾儿童。党的二十大提出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部署健全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制度。《意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体现党中央对困境儿童的真

切关怀，必须以高度政治责任感抓好落实，切实把党和政府关怀温暖

送到每个困境儿童身边。

这是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的重要要求。加强困

境儿童福祉保障，事关儿童健康成长、家庭和谐幸福、社会文明进步，

是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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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医疗健康水平提升，孤儿、弃婴等现象大幅减少，

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权益保障成为社会关注重点，存在情绪障碍、

心理健康等问题的儿童服务需求明显增加，传统儿童福利工作亟待转

型升级。《意见》按照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的导向，

稳步拓展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对象，逐步丰富发展保障内容，让困境儿

童得到更多的关爱。

这是合力促进困境儿童全面发展的迫切需要。少年儿童是祖国的

未来、民族的希望，培育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困境儿童由于

家庭经济困难、自身残疾、缺乏监护等原因，相较其他儿童面临更多

实际困难。同时，虽然我国困境儿童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保障明

显加强，但与儿童全面发展需求相比，仍然存在关爱保护体系不健全、

监护责任履行不到位、基层基础薄弱、社会参与不足等问题。《意见》

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系列政策措施，将加快补足相关制度和关爱服务

体系建设短板，为困境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准确把握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着力重点

《意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儿童优先和最有利

于儿童的原则，遵循困境儿童全面发展的基本规律，按照保障基本、

优化服务、维护权益、促进发展的工作思路，对加强困境儿童福利工

作作出部署安排。要准确把握《意见》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主要

举措，围绕完善基本生活保障、医疗康复服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

心理健康关爱服务、人身安全保护、法定监护责任等“六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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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保障困境儿童生存、发展、安全“三大权益”。

一是有效保障困境儿童生存权益。衣食无忧是困境儿童成长的基

础条件，保障基本生活是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意

见》从保障力度、保障方式、保障内容等三方面提出系列新任务、新

要求。在保障力度上，要健全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

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加强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统筹衔接；将最低生

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病、重残儿童参照单人户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

围，提升困境儿童生活水平。在保障方式上，要推动孤儿、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申请“跨省通办”；优化最低生活保障申请程

序，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流动儿童家庭异地申请最低生活保障或最

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认定工作；在急难发生地为符合条件的困境儿童

提供临时救助，方便困境儿童就近就便获取服务。在保障内容上，要

推动基本生活保障内容从物质保障向精神关爱、维护合法权益拓展，

构建“物质+服务”多元保障格局，更好满足困境儿童差异化需求。

二是切实维护困境儿童发展权益。医疗康复、教育、心理健康等

关系困境儿童全面发展，是促进困境儿童成长的重中之重，也是困境

儿童家庭的主要关切。《意见》坚持需求导向，部署系列健全相关服

务体系的新任务。围绕医疗康复服务需求，要加强医疗保障工作，稳

妥推进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放宽儿童福利机构收留

抚养的儿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时间限制；细化医疗救助措施，分

类落实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资助政策，统筹完善困境儿童医疗救助政策；

增加康复服务供给，优化康复设施布局，完善康复救助制度，推进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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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卫生机构、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等加强资源共享和协

作支持，共同守护好困境儿童身体健康。围绕教育服务需求，要完善

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入园入学政策，常态化精准开展控

辍保学；加强特殊教育服务，全面推进残疾儿童融合教育，支持有条

件的儿童福利机构设立特殊教育学校；完善教育帮扶措施，按规定为

符合条件的困境儿童发放补助、减免费用，鼓励多渠道开展困境儿童

助学工作，保障好困境儿童受教育权益。围绕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要

鼓励学校为有需求的困境儿童针对性开展教育引导和心理疏导，广泛

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健全监测评估标准，指导加强困境儿童日常

心理健康监测评估，做到早发现、早防范、早干预；及时高效转诊帮

扶，畅通家庭、学校、社区、社会心理服务机构等向专业医疗卫生机

构转介就医的通道，强化日常关爱服务，培养困境儿童积极向上心态。

三是有力保障困境儿童安全权益。在困境儿童成长过程中，安全

始终是头等大事。《意见》从安全保护内容和监护责任主体两个方面，

对加强困境儿童安全保障作出安排。一方面，要筑牢人身安全保护体

系。依法从严惩处教唆、胁迫、诱骗、利用困境儿童实施违法犯罪的

行为，完善落实反家庭暴力制度，织密扎牢校园安全防线，加大强制

报告制度执行力度。依法保障遭受侵害的困境儿童及其监护人的诉讼

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合法权利，推动落实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心

理疏导等综合救助保护。积极预防不良行为，指导监护人对失管失教

困境儿童进行教育引导、劝解管教，加强对困境儿童的法治和预防犯

罪教育，让困境儿童在安全环境中成长。另一方面，要健全法定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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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体系。强化家庭监护责任，指导督促困境儿童监护人依法履行抚

养、教育和保护义务。完善国家监护制度，加强对因突发事件导致监

护缺失的困境儿童救助保护工作，完善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的儿童

成年后安置政策。发挥儿童福利机构监护支持作用，构建以家庭监护

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现代监护制度，让困境

儿童享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切实凝聚做好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强大合力

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建设涉及领域广、参与部门多，要坚持系

统观念，强化资源整合，把《意见》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一要健全落实机制。积极争取各地党委和政府支持，推动将困境

儿童福利保障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民生实事，逐步加大资源

投入和保障力度。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

与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形成工作合力。

二要强化工作支撑。加强法治保障，深入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法，

及时制修订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相关法规制度。因地制宜建立健全经费

保障机制，支持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加强信息化建设，健全困境

儿童基础数据库和工作台账，加强部门间数据信息共享，实现精准服

务管理。

三要完善设施队伍。加强困境儿童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儿童福利

机构优化提质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创新转型，强化村（社区）“儿

童之家”、服务驿站等基层阵地功能。完善儿童主任等基层儿童工作

者激励保障措施，强化履责意识，提升专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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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动员社会参与。培育和引导专业社会组织有序参与，规范慈

善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渠道和方式，充分发

挥补充作用。大力推进儿童友好型社会建设，宣传弘扬恤孤慈幼传统

美德，强化全社会保护儿童合法权益意识，营造关心关爱困境儿童良

好氛围。

（本文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6 月 3 日，作者为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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