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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成为集儿童活动、权益保障、

安全庇护等为一体的服务儿童保障

之所。

2018年，省财政从福利彩票基

金中拿出1600万元专项资金，2019

年上半年又拿出1300万元专项资

金，依托社区办公场所，建设“儿

童之家”及保障儿童福利。目前，

全省已建成3312个村（居）“儿童

之家”，帮助3.86万名无人监护的

农村留守儿童落实了由社区书记、

主任负主责的监护责任人。

2018年以来，“儿童之家”

帮助近2000名辍学儿童返校复学，

先后将48.28万名符合相关条件的

儿童纳入城乡低保范围。同时，还

在社区工作人员和社会组织志愿人

员中，遴选了1786名儿童督导员和

14619名儿童主任，专门负责儿童的

权益和福利保障。

核心功能待充分发挥

“总体来看，云南的‘儿童之

家’在构建儿童福利保障体系方面

做了不少努力，但还存在一些明显

短板。如投入不足、效能较低、功

能单一等问题。”省妇联副巡视员

吴皖明直言不讳地说。

根据云南省出台的《云南儿

童发展规划（2011-2020）》，要

在“全省90%以上的村（社区）建

设一所为儿童提供儿童安全庇护、

卫生、社会心理支持、游戏、娱

乐、教育等一体化服务的‘儿童之

家’”，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

于各级主体责任落实不够，对项目

设定、资金投入、人员保障没有具

体要求，导致“儿童之家”建设数

量明显不足。来自云南省妇女儿童

工作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全

省建成的3312个“儿童之家”，建

成并达标的仅40%左右，建设任务任

重而道远。

“儿童之家”效能发挥也较

低。记者在昆明市盘龙区某社区

“儿童之家”走访时发现，该社区

将“儿童之家”设置在社区办公区

一角，透过窗户可见房间内陈设和

活动器材较好，但大门紧闭，暑假

期间没有开展相关活动。该社区相

关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孩子到“儿

童之家”活动太吵闹，影响社区工

作人员上班，只有关闭。而社区的

儿童主任，也全然不知自己的责

任，未开展跟儿童相关的活动。据

悉，类似情况在云南并不鲜见，是

资源闲置、社区责任落实不到位等

问题，导致了“儿童之家”效能发

挥较低。

“‘儿童之家’宗旨和功能

应该是保护儿童的生存、发展、安

全等人身和社会福利权益。”吴皖

明表示，保护儿童避免受到暴力侵

害、虐待和忽视，是“儿童之家”

的核心职能，但目前这个核心作用

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从实际情况来

看，不少社区、社会组织，只是片

面地将“儿童之家”作为一个家庭

托管、课余补课或游戏娱乐的延

伸，反对暴力、预防侵害、庇护儿

童安全、提供儿童福利的功能发挥

较少。

“养老+儿童之家”值得探索

针对存在的问题，吴皖明认

为，在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建设上，

各级主管部门还应加大专项投入，

切实按照《纲要》和云南省有关规

划，将“儿童之家”福利体系建设

作为保障儿童权益的工作重点积极

推进。目前，云南主要采取政府引

导、社会参与、社区使用的模式来

建设“儿童之家”，下一步应逐步

转变为政府主导向社会组织购买服

务。同时，还应出台有关责任和考

核制度措施，确保社区在管理使用

和提供基础保障方面，落实和发挥

主体责任。

为发挥“儿童之家”的核心

功能作用，还应倡导妇幼工委、民

政、公安、高校志愿者、社区、社

会组织等各方力量，形成良好的互

动，逐步扭转目前“儿童之家”功

能单一的状况。

在未来发展方向上，吴皖明认

为，探索“养老+儿童之家”或是

一条好路子。“从基础条件来说，

目前养老机构和“儿童之家”活动

场所建设的组织和实施者都是各级

民政部门，这非常便于将二者进行

通盘考虑，也可避免资源浪费和重

复建设，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吴皖明表示，从功能上来说，采取

“养老+儿童之家”的方式，可以

让老年人充分发挥余热，通过自己

的专长为儿童提供一定的服务和保

护。而老少结合的方式，既有利于

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社会

组织、志愿者为老人和儿童提供全

方位的服务。目前，国外和我国东

部多个省市在相关工作中已取得不

少经验，值得借鉴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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