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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 

九龙坡府发〔2011〕39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相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了进一步保障流浪乞讨人员基本生活权益，根据《城市生

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381 号）、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民政

部令第 24 号)、民政部等五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街头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解救保护工作的通知》（民发

〔2009〕102 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生活

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渝办发〔2008〕34

号）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城市形象提升年”活动，经区

政府同意，现就加强我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意

见：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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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新型社会救助制度。 

（二）工作原则 

1.坚持自愿求助的原则。实施救助必须由流浪乞讨人员明确

提出救助要求，本人拒绝求助或不愿接受救助的，救助管理部门

不得强行实施救助。 

2.坚持无偿救助的原则。救助管理部门对受助人员实行无偿

救助，不得向受助人员及其家属和单位收取任何救助费用，也不

得组织受助人员从事生产劳动。 

3.坚持政府、社会、家庭责任相结合的原则。在政府依法救

助的同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支持救助管理工作，依法引导、

督促社会和家庭履行责任。家庭及其成员应依法履行赡养、抚养

义务，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流浪乞讨现象。 

二、依法开展救助工作 

（一）救助对象。户籍所在地为九龙坡区范围以外，自身无

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不享受城乡低保或者农村五保供养、

正在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虽有流浪乞讨行为，但不同时符合上

述条件的，不属于救助对象。对因偶遇被抢、失窃、务工不着、

无亲友投靠而食宿等发生临时性困难的，可在弄清情况、履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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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手续的前提下给予救助。发现受助人员故意提供虚假情况的，

立即终止救助，情节严重的，报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二）救助内容。救助管理部门对受助人员主要提供以下基

本内容的救助：符合卫生标准的食物和必要的衣物；符合基本条

件的住处；站内突发疾病的救治；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联

系；为无力支付交通费的受助人员提供乘车（船）凭证；对健康

的流浪未成年人给予必要的科学文化、基本技能培训。救助工作

实行实物救助，不提供现金。 

（三）救助程序。对有受助意愿的求助人员，救助管理部门

要认真审查核实其基本情况，对属于救助对象的，了解求助需求，

讲清救助范围和救助内容，办理相关手续，及时安排救助；对不

属于救助对象的，不予救助并告知理由。对因年幼、年老、残疾

等原因无法提供个人情况的，要先提供救助，再查明情况；对拒

不如实提供个人情况的，不予救助。对流浪的危重病人、传染病

人和精神病人要先送救助定点医院或传染病医院、精神病医院救

治后（病情危急的，可送就近医院抢救），再移交救助管理部门

进行救助。 

（四）救助分工。建立区流浪乞讨三级救助管理体系，成立

工作领导小组，由区政府分管领导担任组长，成员单位由区民政

局、区财政局、区公安分局、区市政园林局、区卫生局、杨家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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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区管委办和相关街镇组成，办公室设在区救助管理站。通过

该体系，搭建一条快速救助通道，形成“政府主导、民政牵头、

部门配合”的救助管理长效机制。 

区民政局作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的政府职能部门，负责

牵头协调流浪乞讨救助管理体系各项工作，监督和指导区救助管

理站开展具体工作。 

三、全面做好救助管理工作 

（一）实行分类管理制度。救助管理部门要根据受助人员的

不同民事行为能力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实行开放式管理；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实行监护式管理。受助人员应按男、

女分开，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开，青壮年与残疾人、老年人分开

居住管理，女性受助人员由女性工作人员负责管理。 

（二）做好受助人员管理服务工作。要建立受助人员财物、

作息、防疫等管理制度，加强规范管理服务。受助人员进入救助

管理站后，随身携带的物品除生活必需品外，其他物品由救助管

理站保管，受助人员离站时交还。受助人员在站期间应遵守救助

管理站的作息制度，对擅自离站的视同放弃救助。要做好站内卫

生防疫工作，严防发生传染疫病，发现受助人员有违法违规行为

要及时制止，有犯罪嫌疑的，及时报公安部门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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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期限 1 次一般不超过 10 天。受助人员在接受救助或生

活无着情形消除后应尽快离站，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报区民

政局备案。无正当理由拒绝离站的，终止救助。受助人员救助期

满或自愿放弃救助离站时，要履行离站手续，救助管理站不得限

制其行动。但未成年人及其他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离站的，须经救助管理站同意。 

受助人员自返常住户口所在地、住所地或所在单位无力支付

交通费的，由救助管理部门按规定提供给受助人员乘车（船）凭

证。对受助人员中的残疾人、未成年人或者其他行动不便的人，

救助管理部门要通知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接回。受助人员不返回

住所地、户口所在地的，不资助交通费。我区流出的受助人员，

由区救助管理站接收送户口所在地、住所地交其亲属、所在单位

或当地政府安置；对个别无法查明户籍所在地、住所地、亲属、

工作单位，滞留救助站或定点医院时间较长的，由区民政局暂时

安置到敬老院或老年公寓，救助站负责进一步做好查找工作。 

（三）树立救助管理工作大局意识。按照区流浪乞讨三级救

助管理体系确定的方案，各部门要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九

龙的大局出发，切实履行职责，加强联系沟通和协作配合，做到

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同做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相关工作。 

（四）努力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联动救助大格局。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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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导，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救助工作，争取全社会共同关心、关

注、支持、参与救助事业。创新救助工作理念，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等形式，积极培育民间组织大力开展救助服务。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此件公开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