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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未保办〔2023〕1 号 
 

 

关于开展“童爱新春 共护未来”2023年 

寒假春节期间困境儿童关爱服务活动的通知 

 

各设区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委员会）办公室：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做好寒假春节期间孤

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等各类困境儿童（以下简

称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确保儿童度过暖心、安心、开心的

春节和寒假，经研究，决定开展 2023 年寒假春节期间困境儿童

关爱服务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童爱新春 共护未来 

二、活动内容 

（一）加强走访探视送温暖。各设区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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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组（委员会）办公室要在寒假春节期间对本地区困境儿童开

展一次走访探视、关爱慰问，要指导市、县、乡、村四级未成年

人保护机构，发挥主阵地作用，畅通沟通响应渠道。设区市未保

中心要做好对走访工作的部署，加强工作抽查和个案处置指导；

县（市、区）未保中心要具体组织开展走访工作，公布未保热线，

做好个案的会商、处置；乡镇（街道）未保站要组织儿童督导员

和儿童主任开展入户走访，重点了解困境儿童家庭监护、委托照

护、生活保障、健康状况、寒假春节期间儿童去向、面临困难等

基本情况，明确专人做好关爱服务工作，及时解决实际困难，相

关信息要及时更新至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村（社区）要强化

强制报告责任意识，对于突发事件、特殊困难要及时上报。 

（二）强化救助保护兜底线。各地未保办要落实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

钩联动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553 号）要求，确保将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难儿童群体纳入价格补贴联动机制

保障对象。贯彻落实民政部、发展改革委等 10 部门《关于做好

因突发事件影响造成监护缺失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

（民发〔2021〕5 号）要求，加强寒假春节期间对监护缺失未成

年人的救助保护，对符合条件的要及时纳入基本生活和临时救助

等保障范围。对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因突发事件影响，不能履行监

护和抚养责任的，当地民政部门要依法履行临时监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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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督促履行监护责任传家教。各地未保办要结合入户走

访，大力开展“政策宣讲进村居”活动，督促指导困境儿童监护

人、被委托照护人依法履行监护主体责任或照护职责。将父母未

能返家过年的农村留守儿童作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督促引导父

母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加强与农村留守儿童的亲情沟通。对因

年龄、身体等原因导致不能履行照护职责的，要及时提醒、督促

其父母更换被委托照护人。为返家的务工父母提供科学养育、家

庭教育指导，开展亲子迎新活动，融洽亲子关系，增进沟通。对

有特殊困难，无人照料的儿童，各地未保办要协调乡镇（街道）、

村（居）民委员会落实临时照护责任。 

（四）疫情防控“转段”强关爱。各地未保办要按照当地党

委和政府以及联防联控机制的统一部署，将困境儿童纳入当地医

疗保障体系关注的重点对象范围，加强疫情防控和救治服务保障。

摸排困境儿童及其家庭防疫物资配备情况，对确有困难的，及时

配送“防疫爱心包”提供支持帮助，引导就近就便开展邻里互助

服务。加强健康知识科普宣传，引导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成员做好

个人防护、及时接种疫苗，养成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的良好

习惯。 

（五）夯实关爱之家优服务。各地“关爱之家”要积极发挥

社会组织链接资源优势，评估各类困境儿童关爱需求，创新关爱

举措，通过“线上+线下”“阵地+入户”开展劳动教育、爱心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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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社会融入等多元化的关爱服务，推进

“家、校、社”联动配合，缓解心理紧张焦虑，推进家庭关系和

谐，有效回应困境儿童假期成长关爱诉求，确保困境儿童不失管、

不失教、不失护。 

（六）完善践习机制促成长。要发挥“苏童成长”协同关爱

机制作用，盘活各部门资源，加强践习基地内涵建设。试点地区

要精选红色地标、劳动农场、科技场馆、健身场所等，丰富假期

实践活动形式，引导困境儿童强信念、启智慧、增技能、养品格。

有条件地区，可以开设寒假托管班，解决困境儿童无人照料困难。 

（七）全面排查隐患筑安全。各地要指导村（居）和儿童督

导员、儿童主任等对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农村留守儿

童的生活、居住环境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排查用电、用气、用水、

消防和食品安全，发现存在风险隐患的要及时排除或向有关部门

主动报告，坚决防止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发生。要帮助困境

儿童父母掌握预防交通事故、火灾、溺水、烟花爆竹伤害、烫伤、

触电等意外伤害的知识技能，筑牢家庭安全防线。各地未保中心

要向社会公布未保热线，加强热线值班值守，对未保诉求要进行

分类转介，及时处置回应。 

（八）动员社会力量广参与。各地未保办要发挥未保协调机

制作用，整合教育、公安、妇联、团委等各类优质资源，组织教

师、公安民警、医护人员、大学生、“五老”等各方面志愿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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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儿童开展结对关爱，帮助解决学习、生活、情绪、心理上遇

到的难题。动员社会组织、慈善机构、爱心企业、热心人士积极

参与关爱服务，帮助困境儿童实现“微心愿”，提供物质+精神

双重关爱，营造共护儿童成长的良好氛围。 

三、有关要求 

（一）加强统筹协调。各地未保办要将此次活动作为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措施，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周密

部署、精心组织。各地民政部门要发挥牵头作用，集中优势资源

和专业力量，形成关爱服务整体合力，坚持服务下沉，将关爱送

到困境儿童身边，将党和政府的温暖传递给每一个困境儿童。 

（二）抓好贯彻落实。各地未保办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工

作指导和调度，要逐级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抽查和督促，确保各

项要求有效落地。要灵活采用电话抽查、视频调度、交换互查等

方式扎实做好督促检查工作。对于工作走过场、落实不到位的，

要予以通报。 

（三）鼓励创新创优。各地要因地制宜、守正创新，既要延

续近年来开展活动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又要注重弥补不足和

短板，提高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优化活动设计、创新活

动载体，体现儿童视角，增强活动的时代性、精准度、吸引力。

对各地涌现出的工作经验和好的做法，省未保办将通过信息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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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报等形式予以宣传推广。 

（四）建立长效机制。各地未保办在政策制定时，要紧扣重

点人群，加强在重点时段的关爱保护服务，畅通协调机制、夯实

阵地建设、培育专业队伍，精准服务内容，不断完善关爱服务体

系。要持续组织开展“政策宣讲进村（居）”活动，推动形成全

社会共同关心支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良好环境。 

               

 

 

江苏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江苏省民政厅代章） 

2023 年 1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