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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重要举措。然而，青壮年劳动力大范围外出务

工，也让广大农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和

空巢老人。针对这一现象，巍山县建立了对这部

分人群的结对帮扶和关爱机制，通过为其提供

温馨、安全的生活、成长环境（简称“馨安工

程”），构筑起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幸福家

园”，同时也解除了外出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

结对帮扶 让留守儿童有了“代理家长”

卢庆茹是大仓镇翠峰中学178班的初一学

生，她的班主任高汝玉是她的“代理家长”。

“高老师上课时很严厉，但课后对我很关心，我

生活上有什么困惑都会随时找她倾诉。”卢庆茹

性格开朗，和同班同学的相处也很融洽，但她刚

踏入初中校园时，对这个陌生的环境并不适应。

据高汝玉介绍，卢庆茹的父母常年在广州务工，

她在读到小学高年级时，曾随父母到务工地就

读。回到家乡进入中学后，卢庆茹很难融入新的

集体。“我从她写的周记中发现了她的困惑。”

高汝玉说。在周记的教师评语中，她鼓励这个受

人喜欢的小姑娘多和同学们接触；在晚自习结束

后，高汝玉主动找卢庆茹聊天，并解决她学习生

活上的困惑；通过和其母亲的电话沟通，家长也

积极配合做好卢庆茹的心理疏导工作，帮助她健

康成长。

工作上是孩子们的老师，生活上是孩子们

的“代理家长”，高汝玉这样的“双角色”在翠

峰中学并不少见。翠峰中学校长官崇护介绍，

学校共有189名双亲留守儿童，根据学校实际情

况，每名党员教师及班主任结对帮扶4到8名留守

儿童，实现了“代理家长”的全覆盖。按照“馨

安工程”的要求，学校还积极建设心理辅导室、

开办留守儿童培训班、开展同学“手拉手”等活

动，搭建关爱平台，促进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巍山县教育党工委副书记沈育姣说，作为

“馨安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巍山县教育党工

委将“代理家长”的实施情况作为党员年底评优

的重要考核标准，在稳步推进该工程的同时，也

促进了学校党组织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

精准对接 为空巢老人找好“临时监护人”

“他是一位空巢老人，家里种着点包谷和

辣子。刚和他的子女通完电话，子女说是工作太

忙，今年过年都不回来了。”对于巍宝山乡建设

村村民祝炳祥的情况，挂钩该村的县委组织部工

作人员杨德志了如指掌。

按照“馨安工程”的要求，结合挂村包组工

作安排，杨德志半年前成为祝炳祥的“临时监护

人”。除了时常与老人的子女通电话，搭起老人

与子女的沟通桥梁外，杨德志每月至少还要到老

人家中走访1次，确保老人吃得饱、穿得暖，并

重点查看用水、用电及老人的身体健康情况。

“刚开始我还不太接受这个小伙子呢，现

在我感觉身边多了个小儿子，有啥事都愿意跟他

说。”祝炳祥说。祝炳祥今年刚满60岁，可以

领取养老金，但怎么也找不到参保时办理的银行

卡。让在外务工子女回家帮办卡并不现实，自己

出行又不方便，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联系到杨德

志。次日，杨德志就将老人带到县城补办了银行

卡，并将老人的其他相关证件材料收集好后，一

并交给村委会。在杨德志的帮助下，老人不仅能

按月足额领取养老金，还逐渐克服怨天尤人的情

绪，积极支持子女外出务工，实现了稳定脱贫。

除了组织挂钩单位干部结对帮扶空巢老人，

全县83个村（社区）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也结合

自身条件，给予空巢老人各方面的关心关爱，建

立起“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帮扶对子，

构建起相对完善的结对帮扶体系。“房子漏水、

下水道堵了，我就找社区书记，他都会及时帮我

解决。”每次谈及“馨安工程”，南诏镇群力社

区空巢老人吴建平都赞不绝口：“以前社区虽然

会随时给予我帮助，但是我遇到困难还是不知

道具体找谁，现在有了‘临时监护人’，就方便

多了。”

2017年以来，巍山县获得结对联系帮助的空

巢老人和留守儿童达8300余人，关爱服务不仅能

够无缝对接，也实现了常态化与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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