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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渡 区 民 政 局

〔A类〕

〔主动公开〕

官民函〔2022〕52号

关于政协官渡区十届一次会议第 101097 号
提案答复的函

沈红委员：

您提出《关于加大对（半）独居状态未成年人安全监管的建

议》（第 101097号）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为他们构建一个安全稳定的生活环

境，是全社会的责任。根据区民政局工作职能及提案中的建议，

我局将对加强（半）独居状态未成年人安全监管工作做出以下阐

述：

一、建立健全未成年人三级保护体系

2021年 5月，官渡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

领导小组积极联动全区各部门、各领域的力量和资源，聚焦突出

问题，完善工作机制，筑牢政府、家庭、学校、社会、网络和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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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六道保护网，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部门协同、

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良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局面。建成由 1个

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8 个街道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99个社区级“儿童之家”组成的三级联动未成年人保护体系，探索

出一条具有官渡特色的 1+8+N未成年人保护之路。

二、充分发挥儿童督导员及儿童主任作用

官渡区配备 10名儿童督导员和 99名儿童主任，实现街道、

社区全覆盖。各街道未保工作站向辖区未成年人提供入户探访、

个案跟踪、亲情陪伴、救助帮扶、心理疏导、危机干预等普惠性

服务。社区儿童之家是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基础，是需要帮助

的未成年人第一时间找到的避护场所，确保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得

到全面发展、合法权益得到全力保障、成长环境得到长足改善。

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主要负责推进官渡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和困境儿童保障、信息动态更新、建立健全台账、指导村（居）

民委员会做好儿童关爱服务场所建设与管理、未成年人保护政策

宣传、引进和培育儿童类社会组织、招募志愿者或发动其他社会

力量参与儿童工作、救助和精神慰籍等关爱工作。在工作中发现

需要救助的未成年人，将第一时间报至关联单位，确保未成年人

得到及时救助。

三、加强关联部门的联动性

为了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发挥各单位职能职

责，确保能够及时、高效地解决遭遇生存和发展困境未成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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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困难。制定了《官渡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个案会商机制》，

在机制开始实施以来，已由牵头部门组织办理 2起案件。官渡区

检察院、区监察委、区关工委、区公安分局等 14 家单位，共同

会签《官渡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细则（试行）》，

督促相关单位在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危险

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让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线索得到第一时

间发现。官渡区检察院、区关工委、区公安分局等 8家单位，共

同会签《官渡区关于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的实施意见》，有力推动《家庭教育促进法》落地落实，

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为整合全区各职能部门力量，积极强化协作，构建家庭保护、

学校保护、社会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网络保护六位一体

的未成年人六大保护新格局，官渡区未成年人“一站式”综合保护

中心于 2022 年 3 月 7 日挂牌。自服务以来，“一站式”综合保护

中心开展法制宣传活动 1次；心理咨询、疏导 7人次；亲职教育

10人；宣布不起诉并进行帮教 4人；提前介入、案件会商 1次。

“一站式”综合保护中心的成立，既加强了对未成年人的综合保

护，彰显新时代法治关怀，又最大限度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为做好未成年人短期照护、临时照护、心理抚慰等具体工作。

2022年 1月，区民政局依托社区公益服务设施打造了官渡区未成

年人临时照护中心。中心总面积为 1600 ㎡，设有床位、影音室、

宣泄室、手工室、健身室、美术室、自学室、书画阅览室、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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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局等文娱活动室。同时设立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中心、心理咨询

中心、儿童社工组织等机构，根据未成年人年纪、身体情况不同

提供个性化的照护方案、组织不同特色的文娱活动、学习活动，

确保在中心生活的儿童得到各关联部门的帮扶及关心，该中心预

计 2022年 10月投入使用。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进一步加强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工作职责，加大定期

走访和排查力度，将符合救助条件的未成年人及时纳入救助帮扶

范围。二是扩大校园社工站建设，通过引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驻校、开设社工站，由专业社工带动学校、家庭、社会（社区）

“三位一体”有效互动，促进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协调合作，

协助学校形成“教”与“学”良好的环境，引导学生寻求个别化和生

活化教育，建立社会化人格，习得适应现在与未来的生活能力，

为学生的健康与全面发展保驾护航。三是依托区法院和区妇联打

造的“幸福家庭辅导站”平台，以群众视角为切入点，结合妇联的

工作职责，依法、依章程、依权限，依托家事法官法律素养，借

助婚姻家庭咨询师专业能力，共同探索家事调解合作新模式。通

过多方携手，化解家事纠纷、唤醒亲情回归，依法履行家庭对未

成年人的监护责任和义务。四是针对半留守儿童的特点，依托儿

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开展法治教学，提升半留守儿童的法律认

知，增强半留守儿童辨别是非的能力，特别是面对犯罪分子如何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等知识。五是联合公、检、法等部门对半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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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监护人开展法制教育，要求监护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切实

扛起家庭教育责任。对存有“我行我素”行为的家长，可提请区检

察院对其发出家庭监护令。六是发动街道和社区宣传力量，在辖

区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及《家庭教育促

进法》，提高社会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在最基层

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

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联系人及电话：黄智玲 0871-67196365，13888613719）

2022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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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政协提案委，区政府目督办。

昆明市官渡区民政局 2022年 6月 2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