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鲁中南的一个县，未成年人保护理念正从标语、

文件上“走”下来，嵌入全县政策框架中，成为整个县城

的共识。

县委书记、县长任“双主任”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委员会在这里创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被视作

相关制度设计、工作实践的铁律，各级联动、覆盖城乡

的未成年人保护网不断密织⋯⋯

一个经济欠发达县为何愿意如此下大力气投入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山东省泗水县县长赵鑫的答案是：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更是祖国的未来，在追求美好生

活的过程中，绝不能让一个孩子‘掉队’，做好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是民生工程，更是底线工程，责无旁贷。”

未保工作“一路绿灯” 保护网不断密织
最初撬动这项民生工程的是2405个孩子面临的困境。

作为传统的劳务输出大县，在泗水县 64.8 万人口

中，常年在外务工人员达 14 万余人。未成年人占总人

口的 23%，其中，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困境儿童

171 人，农村留守儿童2234人。

面向这 2405 名儿童的救助工作体系由此萌芽，泗

水县委成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建

立由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部门参与的联席

会议制度，同时创新实行儿童工作督导员、儿童主任制

度，在每个镇（街）设 1 名督导员、每个村庄设 1 名儿童

主任。督导员负责落实“及时办、及时转”的任务；村儿

童主任由镇（街）聘任并实施考核。

全村 34 名留守儿童的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里，35

岁的冯美就是他们的“妈妈”。从 2018 年担任东仲都村

儿童主任起，她履行如实“报”、帮着“办”、经常“讲”、随

时“访”的职责。冯美感慨：“这些孩子真正需要的是陪

伴。”

如今，泗水县共有 403 名儿童主任守护着留守儿童

的成长。

规范化教育体系建设也在同步推进。在全县唯一

一所全日制公办寄宿制小学——博士源小学，留守儿

童最多时占比 30%。为此，该校针对性开展“爱心妈

妈”、感恩教育、“大手拉小手”等活动。“用爱和责任，为

留守儿童打造幸福成长的学园、家园、乐园。”学校校长

杨林介绍。

泗水县在全县 90 余所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较为集

中的学校建立儿童活动站、心理疏导室，让孩子们在校

内感受到“家的温暖”。目前，该县所有镇（街）均比照

县级模式，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并建立镇（街）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站。

在之前被确定为全国留守儿童服务工作试点县

的基础上，泗水县进一步形成县、镇（街）、村（居）“三

级书记”抓未成年人保护的领导格局。在县委常委会

等重要会议上，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已深入人心：与未

成年人保护相关的事项“一路绿灯”，凡事优先考虑、

优先解决。

随着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从之前困境儿童、留守儿

童等重点群体逐步向全县 15 万未成年人全覆盖，139

名城市社区网格员、32 名农村服务区网格员将全部被

纳入工作体系。村（居）一级的换届结束后明确，由村

支部书记负总责、村儿童主任抓落实，确保打通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的“最后一公里”。

创新机制 破解“九龙治水”困局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是系统工程，需要政法、民政、

教育、团委、关工委等多部门形成合力。各级协调机制

的建立，破解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九龙治水，各管一

头”的局面。

今年年初，泗水县在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大力压缩

机构编制的背景下，以之前成立的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为基础，专门打造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泗水县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增设 8 个编制，向全社会释放出做

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强力信号。

作为该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委员会的具体办事机

构，该中心在县、镇（街）、村（居）三级配备专人负责的

基础上，创新联动闭环工作机制，确保镇（街）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站从村儿童主任或社区网格员收集的未成年

人求助信息经汇总后，由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与相

关具体部门协调联动办理，最终将办结结果反馈至受

助儿童。

“通过有效整合资源，切实加强各相关部门的工作

衔接，真正做到让政策数据多跑路、让困难儿童不跑

腿，从而确保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救助关爱政策应享

尽享。”泗水县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主任梁磊说。

受益最多的是孩子。2020 年，7 岁的小君（化名）不

幸罹患白血病。该中心收到求助信息后，转交相关部

门办理，小君不仅享受到临时医疗救助，而且申请到社

会公益组织的爱心救助，目前正在医院接受积极治疗。

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中，泗水县全力打造社

会深度参与模式。这其中，社会公益组织被视为有效

的“补给站”，泗水县大力扶持培育社会公益组织，使其

发挥有益补充作用。

泗水县微公益协会从 2016 年正式注册成立以来，

累计行程 70 余万公里，面向 2300 余名儿童实施“微爱

1+N 成长计划”项目，“1”代表 1 名受助儿童、1 个受助

家庭、1 个弱势群体，“N”代表爱心助学、“温暖小屋”

“微爱妈妈”等多项公益服务。

其中，解决农村困境儿童缺少独立成长空间的“温

暖小屋”项目，从最初的 12 间起步，广受社会认可，于

2020 年 6 月被团山东省委改名为“希望小屋”并在全省

推广。如今“希望小屋”项目累计募资超 1.4 亿元，已

建、在建小屋 10092 间，覆盖山东 16 个市、136 个县

（区）。

“在承接政府职能、做好政府助手的同时，协会实

现了信息化、规范化、专业化、社会化运作，从而助推全

县公益生态建设。”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泗水县微

公益协会会长孙建涛说。

创新配套工程 丰富服务载体
东仲都村曾是贫困村，村民冯艳杰的丈夫长期在

北京打工，为了赚钱养家，她原本计划等小儿子上小学

后投奔丈夫一起打工。但如今，她在本村就找到了一

份书吧管理员的工作，每月2400元的工资可补贴家用。

改变这一切的是泗水县创新引入的“乡村振兴合

伙人”模式，召集一群有现代经营理念并真正热爱乡土

的青年加盟，逐步形成“政府引导+平台支持+市场运

作+和谐发展”模式。

作为合伙人之一，王大强和同伴引进阅湖尚儒研

学基地并落户在东仲都村，同时发展文旅等产业和项

目，解决本村及周边近百名村民就业。不少村民通过

培训上岗，当上了讲解员、咖啡师、茶艺师等。如今的

东仲都村不仅摘了“穷帽”，还于 2020 年入选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团泗水县委发挥共青团组织优势，不断聚合各类

青年人才，与其他职能部门共同创新探索从“基础合伙

人”到“成长合伙人”再到“核心合伙人”的晋升模式，先

后吸引招募成长合伙人 33 人、基础合伙人 107 人，落地

项目30个。

泗水县明确提出支持返乡入乡创业的若干措施，

县财政每年整合 1000 万元扶持资金，并随财政收入的

增加逐年递增，累计建成返乡创业项目 2003 个，返乡创

业人数达4006人，使645名农村儿童不再“留守”。

“通过这样的配套工程，不仅丰富了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的服务载体，而且激活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泗水县统战部部长张乙彬说。

据统计，近年来，泗水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投入约

1.17 亿元，每年为 6.5 万名初中生、小学生减免学费，不

断提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和困境儿童救助标

准。今年，该县在现行标准基础上，按照 10%的比例提

高救助标准，努力做到“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泗水县县委书记谢成海说：“我们真心希望，通过

党政主导、民政牵头、部门协作、社会力量参与的联动

机制，‘众人拾柴火焰高’，努力把泗水打造成为有爱的

城市，有温度的地方。”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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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年会聚焦深化中小学改革
日前，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会

第六届理事会换届会议暨2021年学术年会在北京一零

一中学举办。

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朱永新，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

林，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杨银付，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

长张东燕，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中小学校

长、科研院所骨干等200余人参加会议。

换届会议选举产生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会第

六届理事会，陆云泉任理事长，王文梅、王志宏、王国

华、王铮、王媛、尹超、邵志豪、杨刚、吴国平、沈杰、周建

华、姚炜、俞国娣当选副理事长。姚炜兼任秘书长，副

秘书长 9 人，新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共 49 人、理事共 98

人。

陆云泉代表新一届理事会展望了未来工作和发展

蓝图，提出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会第六届理事会

将从坚持服务大局、凝聚工作队伍、强化工作基础、建

设工作平台、推动改革创新、坚持依法办会六个方面来

重点开展工作，紧紧围绕中央教育相关政策部署、谋划

和推进深化中小学整体改革的工作，以调研为工作基

础，用心掌握情况、细心分析原因、潜心研究问题、精心

提出对策，拟建设学校整体改革发展工作平台、理论

（课题）研究平台、项目研究平台、宣传交流平台，全面

服务中小学整体改革工作，为有关部门做决策建言献

策。

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杨银付表示，中国教育学会

历来重视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会建设及各项工

作；专委会的正常运转及壮大发展，离不开中国教育学

会的规范管理及正确引领。他提出“四个坚持，四个提

升”，要求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会勇

于承担教育部和中国教育学会交办的重要任务，能够

规范办会，科学治会。他还对专委会工作提出进一步

要求，并阐述了整体改革对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具有

的重要意义；放眼未来，要继往开来，传承创新，坚持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换届大会后，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

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开放大学校长褚宏启教

授与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会理事

长、北京一零一中教育集团校长陆云泉分别带来《以整

体改革促高质量发展》与《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建设

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的主旨报告。

据新华网

穷县如何“富”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