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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提出，公安部门对成年人携
带未成年人乞讨的，要进行调查、甄
别，依法查处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
人乞讨等违法犯罪行为。对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携带未成年人流浪乞讨
的，要批评、教育并护送到救助保护
机构接受救助，积极协助做好护送返
乡工作。公安、民政、城管等相关部
门对突发急病的流浪未成年人，将直
接护送到定点医院进行救治。

主动出击，开展救助保护
成年人携带未成年人乞讨，

将接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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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获悉，省政
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
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
助 保 护 工 作 的 实 施 意
见”。我省提出，要加快推
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体系建设，确保流浪未成
年人及时得到救助保护、
教育矫治、回归家庭和妥
善安置，最大限度减少未
成年人流浪现象。

记者 裴蕾
实习生 田冰姝

为严厉打击拐卖未成年人犯罪，
我省提出，公安部门对来历不明的流
浪乞讨和被强迫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
未成年人，要一律进行DNA检验，并
录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比对，加大
失踪被拐未成年人的解救工作力度。

同时，我省将建立完善流浪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工作首接负责制和跨
部门、跨警种、跨地区打击拐卖犯罪
工作机制，加强接处警工作，凡接到
涉及未成年人失踪被拐报警的，公安
部门要立即出警处置，认真核查甄
别，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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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打击拐卖未成
年人犯罪

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未成年
人，将一律进行DNA检验

如何帮助流浪未成年人回家？我省提
出，救助保护机构和公安部门要综合运用救
助信息系统、警务信息系统和向社会发布寻
亲公告等方式，及时查找流浪未成年人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

对查找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流浪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将及时安排接送返乡。

对暂时查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流
浪未成年人，我省要求，在继续查找的同时，

通过救助保护机构照料、社会福利机构代养、
类家庭、家庭寄养等多种方式予以妥善照顾。

对经过 2 年以上仍查找不到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的，公安部门将按户籍管理有关规
定为其办理户口登记手续，以便于其就学、
就业等正常生活。对在打拐过程中被解救
且查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婴幼儿，民
政部门要将其安置到社会福利机构抚育，公
安部门要按规定为其办理户口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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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流浪未成年人回家 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也要帮其办户口

我省的救助保护机构将依法承担流浪
未成年人的临时监护责任，为其提供文化
与法制教育、心理辅导、行为矫治、技能培
训等救助保护服务；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的，要协助司法行政机关依法为其提供法

律援助，协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为其提
供司法救助。配合教育、卫生、残联等部
门，做好流浪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工作。
切实做好延伸救助服务工作，防止未成年
人再度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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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流浪未成年人教育矫治 防止未成年人再度流浪

如何确保未成年人不再流浪？我省要
求，民政部门要全面落实社会救助、孤儿保
障、临时救助、医疗救助等各项社会保障制
度，帮助困境儿童及其家庭解决实际生活困
难，积极探索开展遭受家庭暴力、事实上无
人照料等特殊困境儿童的帮扶工作，及时对
遇到临时生活困难的流浪未成年人给予临
时性社会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防止其因
生活贫困而外出流浪。

同时，家庭也要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

监护责任和抚养义务。有关部门和基层组
织要加强对家庭履行监护责任的指导和监
督，对问题家庭实施早期干预，对困难家庭
予以帮扶，提升家庭抚育和教育能力。村
(居)民委员会要建立随访制度，对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责任或者侵害未
成年人权益的，要予以劝诫、制止；情节严重
的，要报告公安部门予以训诫，责令其改正;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部门依法
给予行政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