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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泰州市救助管理站提出。

本文件由泰州市民政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泰州市救助管理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唐丽飞、杨生奎、赵聪、钱立力、施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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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的基本要求、救助服务流程、入站服务、站内服务和离站

服务等。

本文件适用于泰州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4.1 救助管理站宜根据求助人员的情况确定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 10 天。

4.2 救助管理站对已经实施救助或者救助期满的求助人员，应实施离开救助站管理。对无正当理由不

愿离站的求助人员，救助管理站终止救助。

4.3 救助管理站在安全检查登记中发现求助人员有以下情形之一，可不予救助：

a) 拒不配合安全检查；

b) 拒不遵守物品管理规定；

c) 自身有能力解决食宿；

d) 索要现金，拒不接受其他救助方式；

e) 拒不提供或拒不如实提供个人信息；

f) 其他不符合救助条件的情形。

4.4 不予救助的求救人员，救助管理站应出具《不予救助通知书》，见附录 A。

5 入站服务

5.1 入站服务流程

入站服务流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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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救助服务流程图

5.2 安检仪检测

5.2.1 安检门检测要求具体如下：

a) 求助人员应走进安检门，进行安全检查，站内工作人员发现易燃易爆、有毒、腐蚀、管制刀具

等危险物品和违禁出版物，予以没收；

b) 检查中发现违禁药（物）品、放射性物质，站内工作人员应当联系有关部门处置；

c) 检查中发现锐（利）器等可能造成人员伤害的物品，或生活用具打火器具等物品求助人员应主

动受理专人代为保管。

5.2.2 探测仪（摄像仪）检测时，求助人员应看探测仪（摄像），通过经公安联网探测、甄别、确认

求助人员是否疑似在逃人员或疑似带有案情。

5.3 初步检查

5.3.1 站内工作人员询问掌握情况具体要求如下：

a）站内工作人员应主动询问护送来站及协作护送来站人员相关情况；

b）站内工作人员应询问求助人员求助基本情况；

c）站内工作人员询问发现求助人员为疑似境外人员，应及时报请公安机关确认求助人员身份。属

于非法入境、居留的，将其交由公安机关处置；属于合法入境、居留的，及时向当地外办、港澳办或台

办通报，受委托提供临时服务。

5.3.2 站内工作人员观察检查具体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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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站内工作人员应初步检视来站求助人员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

b）站内工作人员观察发现求助人员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疑似传染病人、危重病人或有明显外伤人

员时，应及时送医疗机构救治、诊断，并及时对接待场所进行卫生消毒；

c）站内工作人员观察发现求助人员处在醉酒状态，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

共安全有威胁时，应请护送公安机构带回处置；自行来站的醉酒人员，警务室联系辖区派出所带回处置；

d）站内工作人员观察发现求助人员为疑似吸毒人员或疑似在逃人员时，救助站警务室应联系辖区

派出所依法处置；

e）站内工作人员观察发现求助人员是公安机关护送来站的被拐卖受害人应及时实施救助，并填写

《公安机关护送流浪乞讨人员交接表》（见附录 B）；

f）求助人员有携带未成年人流浪乞讨行为，或疑似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或者组织未成

年人进行有害身心健康的表演等活动时，站内工作人员应及时报请公安机关调查、甄别；

g）站内工作人员应及时填写《安全检查单》，见附录 C。

6 站内服务

6.1 站内服务流程

站内服务流程见图 2。

图 2 站内服务流程图

6.2 代管随身物品服务

办理入站随身物品保管服务时，站内工作人员应与入站求助人员逐一交接，完成登记、清点，存入

储物柜，并由警务室登记在值班记录本。

6.3 发放物品服务

6.3.1 救助管理站宜发放求助人员卫生、洗漱等生活必需品。

6.3.2 救助管理站宜发放救助衣服等救助物品。

6.4 卫生服务

救助管理站卫生服务宜包括内容如下：

a) 安排进站求助人员理发；

b) 安排求助人员洗澡；

c) 特殊求助人员救助 1 个月理发一次；

d) 修剪指甲；

e) 换洗脏衣服。

6.5 住宿服务

6.5.1 救助管理站应按照求助人员性别、年龄、身心状况安排分区居住、单人单床；女性求助人员安

排女性工作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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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对于携带未成年人子女的成年求助人员，救助管理站在安排宿舍时应充分考虑照顾未成年子女

需求。

6.5.3 站内工作人员应告知求助人员其生活起居、注意事项及站内管理要求。特别告知以下事项：

a) 住宿防火等安全注意事项，宿舍禁止吸烟；

b) 自觉维护救助站环境卫生，不应随地吐痰、大小便、乱丢废物；

c) 搞好个人卫生和内务卫生，个人物品按规定要求放置，保持居住房舍的整洁；

d) 爱护站内公共卫生设施和用品。

6.5.4 站内工作人员应告知求助人员不应到居住的观察区和隔离区，不应随意使用他人物品。

6.5.5 站内工作人员应告知求助人员遇到需求，随时找生活管理员，生活管理员在第一时间实施帮助。

6.5.6 站内工作人员应 24 小时巡视生活区，全方位观察监视仪器，关注特护求助人员是否有异常情况。

6.6 饮食救助服务

6.6.1 站内就餐设施和场所要求如下：

a) 站内餐厅管理人员在每次求助人员就餐结束时，应进行餐具分类，做好餐具刷、洗、消毒、保

洁等工作，定点、定位整齐摆放；

b) 站内餐厅管理人员应保持餐厅环境卫生清洁，保证桌面、地面干净，做好桌面消毒，就餐结束

清理，地面清扫、拖洗，及时处理垃圾桶垃圾，空间和地面每周消毒一次；

c) 站内餐厅应保持设施、门窗清洁无尘，地面无积水，无“四害”；

d) 餐厅周边环境清洁；用具摆放整齐，无乱堆杂物；

e) 站内工作人员应准时告知求助人员就餐，告知就餐人员作息时间；

f) 求助人员就餐时不应大声喧哗，不应吸烟，衣着整洁、整齐，保持餐厅安静，不乱扔垃圾。

6.6.2 站内分类提供伙食救助服务要求如下：

a) 站内每日应按照《泰州市救助管理站职工伙食标准》提供求助人员伙食，实行分餐制饮食；

b) 特殊生活区就餐服务生活服务人员应按时送餐到行动不便的求助人员床前；

c) 特殊生活区就餐服务生活服务人员可对不便就餐的求助人员进行喂餐；

d) 求助人员是少数民族，站内宜按求助人员合理要求，提供餐饮；

e) 站内宜按照患病求助人员的身体状况，提供适应的特殊饮食；

f) 站内工作人员服务患病求助人员时，应按照医嘱，对患病求助人员按时按量发放药品，做好服

药情况记录。

6.7 文体活动服务

救助管理站内文体活动服务可包括以下内容：

a) 入站初期，进行安全教育；

b) 根据求助人员的文化程度、组织了解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普法知识等内容；

c) 收看电视了解国家形势，让求助者体会党和人民的关怀；

d) 提供阅览室给求助人员阅览，阅览室提供法律、法规、科普、故事等书籍；

e) 组织求助人员开展乒乓球、羽毛球活动；

f) 户外活动场所慢跑。

6.8 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教育管理服务

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教育管理服务参见附录 D。

6.9 求助人员寻亲服务

6.9.1 救助管理站帮助寻亲范围主要为患有智力障碍、精神障碍或其他自身无法提供寻亲地址和详细

情况的求助人员。

6.9.2 站内工作人员应收集并核实求助人员的姓名、性别、年龄、身高、衣着、特征、家庭地址或籍

贯等相关资料。

6.9.3 站内工作人员应摘录受助日期、健康状况等。

6.9.4 站内工作人员应为求助人员拍二寸照片输入电脑，拷入 U 盘，制作寻亲公告，《寻亲公告信息》

模板见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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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 站内工作人员应将拟刊登的寻亲公告报分管站领导审批。

6.9.6 分管站领导审批同意的寻亲公告应打印并复制，一式两份，其中一份留底登记，一份送至报社。

6.9.7 站内工作人员应将刊登后的报纸剪辑、发票复印件及寻亲公告按统一格式制成文件并存档。

7 离站服务

7.1 离站服务流程

离站服务工作流程见图 3。

图 3 求助人员离站服务工作流程图

7.2 离站准备

7.2.1 告知服务

站内工作人员应告知符合条件离站的求助人员，并提前一天通知求助人员，做好求助人员思想工作，

了解求助人员合理需求。

7.2.2 交接代管物品

站内工作人员应带领当日离站求助人员办理代保管的物品交接手续，救助管理站宜提供当日返程求

助人员离站路途基本生活用品，衣服、食品或日用品等，求助人员办理签收。

7.2.3 办理离站登记

生活服务科室应负责办理受理人员居室内情况、生活用具相关手续，接待救助管理科室应负责办理

登记救助管理系统离站信息。

7.3 离站方式

7.3.1 自行离站

救助者自行离站，救助管理机构服务要求：

a) 求助人员需得到亲友提供的帮助，可办理自行离站，求助人员自愿申请放弃救助，应办理受助

者离站手续，填写《自愿离站申明书》（见附录 F），由在场的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证明离站当

时的情况，并保存相关录音、录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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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年满 16 周岁、无精神障碍或智力残疾迹象的求助人员主动要求自行离站，应当填写《自行离

站声明书》（见附录 F）；

c) 救助管理机构应为符合本条规定的人员办理离站手续，清点交接寄存物品，完成《在站服务及

离站登记表》（见附件 G）；

d) 自行离站人员没有交通费时，救助管理机构应根据其实际需求提供乘车凭证和必要的饮食。

e) 救助管理机构应与当地（火）车站、港口协商购买、印制、查验及退返乘车凭证的具体方式，

加强对求助人员乘车凭证的管理；

f) 乘车凭证应方便求助人员到达目的地，流入地到流出地有直达车、船交通工具，提供直达乘车

凭证。确需中转，应告知求助人员中转地站名、中转地救助管理机构地址及联系方式；

g) 救助管理机构原则上不应为求助人员提供现金。因特殊情况需要提供短途公共交通费，一般不

超过 20 元，救助管理机构应留存求助人员签收字据。

7.3.2 正常离站

正常离站救助管理机构服务要求：

a) 办理年满 16 周岁、无精神障碍或智力残疾迹象，救助期限超过 10 天，临时生活困难已经解决

的求助人员主动要求自行离站，应填写《自行离站声明书》（见附录 F），办理离站手续；

b) 救助管理站宜解决自愿离站人员交通费，提供乘车凭证；

c) 救助管理站宜办好求助人员途中转乘车凭证，需要中转协作救助站的求助人员，告知求助人员

中转地站名、中转地救助管理机构地址及联系方式。

d) 特殊离站

e) 特殊离站救助管理机构服务要求：

f) 协作救助求助人员离站时，应办理协作受助特殊困难、身体基本状态稳定的求助人员交接手续。

安排车辆到（火）车站、码头等到达地点接应本地流出求助人员，并及时护送返回；

g) 办理亲属不应接领特殊困难求助人员返回；

h) 办理亲属或监护人领回离站，站内工作人员应查验接领人身份证件，保留其身份证件复印件及

有关证明材料，告知接领人求助人员病情信息，同时清点交接寄存物品，办理交接手续。

7.3.3 劝告离站

劝告离站救助管理机构服务要求：

a) 办理符合离站条件终止求助人员救助情况如下：

1) 办理求助人员有无正当理由拒不离站或出院；

2) 拒不提供或拒不如实提供家庭信息；

3) 违法违纪、扰乱救助管理秩序；

4) 其他不符合继续救助的情形离站。

b) 站内工作人员应提前一个工作日，向求助人员告知、解释终止救助的原因，清点交接寄存物品，

完成《在站服务及离站登记表》（见附件 G），并向求助人员出具《终止救助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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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

不予救助通知书

A.1 不予救助通知书

图 A.1 《不予救助通知书》模板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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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公安机关护送流浪乞讨人员交接表

B.1 公安机关护送流浪乞讨人员交接表

表 B.1 公安机关护送流浪乞讨人员交接表

年 月 日 时 分

求助人员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身高 体重

接警时间 出警时间

发现地点 来站时间

现场情况

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查

询情况

未上网查询

查无此人

已查到

疑似走失、被遗弃、

被拐卖人员身份查

找情况

调取监控录像

走访当地群众

比对公安机关走失人口库

发布协查通报

采集血样检测 DNA

是否查询到此人

信息

是否与当地

公安机关联系

是否与亲属

联系

亲属或朋友

联系电话

家庭地址

求助人员

身体状况

□基本健康 □肢体残疾 □智力残疾 □疑似精神障碍

□疑似传染病 □行动困难 □明显外伤 □严重抑郁

□躁动不安 □其他

护送单位 电话

民警姓名 警号

接待人员 安检、查验人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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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附 录 C

（规范性）

安全检查单

C.1 安全检查单

表 C.1 安全检查单

求助人

姓 名
性别 年龄

安 检

时 间
20 年 月 日 时 分

体 温

检 测
摄氏度

违 禁

物 品

1、是否有易燃易爆、腐蚀性物品等 是□ 否□

2、是否有管制刀具等 是□ 否□

3、是否有危险物品等 是□ 否□

4、是否有锐（利）器、打火器具等 是□ 否□

5、其它：

其 它

物 品

是否有贵重物品交由救助站保管： 否 □ 是 □

具体保管物品名称：

接收人签名：

求助人签名：

安检人签名：

安检盖章

DD



DB3212/T 1069—2021

10

附 录 D

（规范性）

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教育管理服务

D.1 教育内容和方式

D.1.1 基本要求

救助管理站应建立未成年人教育工作台帐，如实记录未成年人教育方案、教育内容、教育成效等工

作情况。

D.1.2 思想道德教育

D.1.2.1 教师辅导时，思想道德教育应结合生活实际，力求深入浅出，生动活泼。

D.1.2.2 思想道德教育可包括以下内容：

a) 法律、法规基本常识；

b) 社会公德及文明礼仪基本要求；

c)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d) 安全及自我保护意识教育。

D.1.3 时事教育

D.1.3.1 时事教育可采取集中学习，分组讨论的形式进行，做好组织和引导工作。

D.1.3.2 时事教育可包括以下内容：

a) 每天定时组织收看新闻节目，了解国内外时事；

b) 从报刊杂志上摘录具有教育意义的文章予以教育。

D.1.4 行为规范训练

行为规范训练可包括以下内容：

a) 加强规章制度及组织纪律教育，增强未成年人遵章守纪的自觉性；

b) 通过心理测试、心理咨询、心理疏导，消除心理障碍，矫治行为偏差，使流浪未成年人养成良

好的行为规范，学会礼貌用语；

c)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基础体育训练，养成健身的良好生活习惯。

D.1.5 基础文化教育

D.1.5.1 对未成年人的基础文化教育应以非正规义务教育为主。

D.1.5.2 基础文化教育可包括以下内容：

a) 根据流浪未成年人的年龄大小及文化层次的不同，结合其自身特点，给予相应的文化辅导；

b) 对流浪未成年人中的文盲，通过教育要达到能正确书写自己的姓名、地址等基本情况要求；

c) 对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未成年人，通过教育要达到能基本会写自己的简历及学习体会要求。

D.1.6 文体活动

D.1.6.1 文体活动应根据不同年龄、性别等特点组织开展。

D.1.6.2 站内可组织社会志愿者、助养家庭、心理咨询师、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活动。

D.1.7 技能培训

技能培训宜采取“走出去、请进来”，加大与志愿者组织的合作力度，根据未成年人的主观意愿，

对未成年人进行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职业技能培训。

D.2 教育阶段

D.2.1 观察期

对新进入中心的未成年人安排进入观察室，观察其心理状况、行为能力，初步了解其家庭状况和经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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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2 适应期

站内工作人员宜通过单独交谈、小组互动等方式，向未成年，人讲解和宣传中心的规章制度、教育

目的、日常生活常规要求、何时回家、怎样回家等问题，使未成年人尽快消除抵触情绪。

D.2.3 转变期

站内工作人员宜通过与未成年人沟通，帮助未成年人转变思想观念，认识流浪对自己、对家庭、对

社会的危害性，使其愿意讲述自己的经历、爱好，愿意与他人交往，适应集体生活，乐于帮助他人。

D.2.4 发展期

发展期工作人员宜开展以下教育工作：

a) 对未成年人开展思想道德、文化知识教育、爱国主义、法制、自我保护、心理矫治等教育，激

励其自尊、自爱、自信、自强，培养遵纪守法意识，使其分辨善、恶，是、非；

b) 在行动上做到以善为美，以德为美，以爱学习、爱科学、爱祖国为美；

c) 以尊老爱幼、尊师重道为美；以热爱劳动，勤俭节约为美，帮助他们自愿结束流浪生活，重新

回归学校、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D.3 教育考核

D.3.1 救助管理站应建立未成年人考评台账，采取日点评、周小结的方法，对流浪未成年人的学习、

生活等情况进行考核考评。对考核成绩优秀的，给予一定的奖励；对考核成绩较差，开展有针对性的教

育和辅导。

D.3.2 考评内容宜从学习、纪律、卫生、生活等四个方面开展。

D.3.3 考评方式可通过受助未成年人自评、受助未成年人互评、社工讲评。

D.3.4 考评等级宜分为优、良、中、差等四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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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附 录 E

（规范性）

寻亲公告信息

E.1 寻亲公告信息

图 E.1 《寻亲公告信息》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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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附 录 F

（规范性）

自愿离站申明书

F.1 自愿离站申明书

图 F.1 《自愿离站申明书》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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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

附 录 G

（规范性）

在站服务及离站登记表

G.1 在站服务及离站登记表

表 G.1 泰州市救助管理站在站服务及离站登记表

在站

情况

姓名 救助编号 床位号

求助内容 □其他 □饮食 □住宿 □通讯 □乘车凭证 □转介服务

发放物品情况 经办人：

寻亲联系亲友情

况
经办人：

医疗服务情况 经办人：

未成年人教育服

务情况
经办人：

寄养托养情况 经办人：

备注

离站

手续

离站形式

□自行离站 □单位亲属村(居)委会接领 □救助管理机构接领 □救助管理机构护

送 □终止救助 □长期安置 □擅自离站 □司法带离 □死亡(附证明材料) □

随成年人离站 □其它

自行离站 目的地 车次
车票

面值

受助人

签字

亲属接领

接领人

姓名

亲属

关系
证件号

联系

电话

详细

住址

接领人

签字

护送情况 护送人
护送目

的地

终 止 救 助

情况

原因
□无正当理由拒不离站或出院 □拒不提供或拒不如实提供家庭信息 □违

法违纪扰乱救助管理秩序 □其它不符合继续救助的情况

受助人

签字

经办人

签字

通知书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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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站时间
寄存物品领取

情况
无寄存物品

接 领

人 签

字

接收情况
接收

单位

经办人

签字

接收

时间

安置情况
安置

单位

安置

时间

安置单

位签印

备注

系统登记时间： 系统录入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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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规范性）公安机关护送流浪乞讨人员交接表
	B.1　公安机关护送流浪乞讨人员交接表
	求助人员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身高
	体重
	接警时间
	出警时间
	发现地点
	来站时间
	现场情况
	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查询情况
	未上网查询
	查无此人
	已查到
	疑似走失、被遗弃、被拐卖人员身份查找情况
	调取监控录像
	走访当地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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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协查通报
	采集血样检测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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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
	是否与当地
	公安机关联系
	是否与亲属
	联系
	亲属或朋友
	联系电话
	家庭地址
	求助人员
	身体状况
	□基本健康    □肢体残疾    □智力残疾    □疑似精神障碍    
	□疑似传染病  □行动困难    □明显外伤    □严重抑郁    
	□躁动不安    □其他                
	护送单位
	电话
	民警姓名
	警号
	接待人员
	安检、查验人员
	备注


	附　录　C（规范性）安全检查单
	C.1　安全检查单
	求助人
	姓  名
	性别
	年龄
	安 检
	时 间
	20  年    月     日     时     分
	体 温
	检 测
	          摄氏度
	违 禁
	物 品
	1、是否有易燃易爆、腐蚀性物品等      是□   否□
	2、是否有管制刀具等                  是□   否□
	3、是否有危险物品等                  是□   否□
	4、是否有锐（利）器、打火器具等      是□   否□
	5、其它：
	其 它
	物 品
	是否有贵重物品交由救助站保管：  否   □   是   □
	具体保管物品名称：
	接收人签名：
	求助人签名：
	安检人签名：
	安检盖章


	附　录　D（规范性）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教育管理服务
	D.1　教育内容和方式
	D.1.1　基本要求
	D.1.2　思想道德教育
	D.1.2.1　教师辅导时，思想道德教育应结合生活实际，力求深入浅出，生动活泼。
	D.1.2.2　思想道德教育可包括以下内容：

	D.1.3　时事教育
	D.1.3.1　时事教育可采取集中学习，分组讨论的形式进行，做好组织和引导工作。
	D.1.3.2　时事教育可包括以下内容：

	D.1.4　行为规范训练
	D.1.5　基础文化教育
	D.1.5.1　对未成年人的基础文化教育应以非正规义务教育为主。
	D.1.5.2　基础文化教育可包括以下内容：

	D.1.6　文体活动
	D.1.6.1　文体活动应根据不同年龄、性别等特点组织开展。
	D.1.6.2　站内可组织社会志愿者、助养家庭、心理咨询师、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活动。

	D.1.7　技能培训

	D.2　教育阶段
	D.2.1　观察期
	D.2.2　适应期
	D.2.3　转变期
	D.2.4　发展期

	D.3　教育考核
	D.3.1　救助管理站应建立未成年人考评台账，采取日点评、周小结的方法，对流浪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等情况进行考核
	D.3.2　考评内容宜从学习、纪律、卫生、生活等四个方面开展。
	D.3.3　考评方式可通过受助未成年人自评、受助未成年人互评、社工讲评。
	D.3.4　考评等级宜分为优、良、中、差等四个等级。


	附　录　E（规范性）寻亲公告信息
	E.1　寻亲公告信息

	附　录　F（规范性）自愿离站申明书
	F.1　自愿离站申明书

	附　录　G（规范性）在站服务及离站登记表
	G.1　在站服务及离站登记表
	在站
	情况
	姓名
	救助编号
	床位号
	求助内容
	□其他    □饮食    □住宿    □通讯   □乘车凭证    □转介服务
	发放物品情况
	经办人：
	寻亲联系亲友情况
	经办人：
	医疗服务情况
	经办人：
	未成年人教育服务情况
	经办人：
	寄养托养情况
	经办人：
	备注
	离站
	手续
	离站形式
	□自行离站  □单位亲属村(居)委会接领  □救助管理机构接领  □救助管理机构护送  □终止救助 
	自行离站
	目的地
	车次
	车票
	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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