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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深圳市北斗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深圳市新现代社工服务中心、深圳市社联社工服务中心、深圳市东西方社工服务社、深圳市妇女社

会组织促进会、深圳市点亮心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深圳市宝安区尚德社会工作服务社、深圳市龙岗区

春暖社工服务中心、深圳市龙岗区龙祥社工服务中心、深圳市龙岗区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深圳市龙

岗区至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深圳市光明区壹家亲社工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卓华、杨刚、钟宇灵、陈火星、宋欢欢、徐宇珊、李一丹、黄德超、黄吉梅、

肖莉珍、张晗、王腾达、程锐敏、侯晓冬、刘燕、吴满纯、唐洁芳、向琴、夏玫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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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发〔2016〕36 号）、《关于进一步健全农

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民发〔2019〕34 号）、《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一系列

与困境儿童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发布，我国困境儿童分类保障体系进一步加强，给社会工作者提出更高

的要求。

目前，深圳社会工作者广泛分布在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儿童福利机构、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医院、学校等多个场域，面向困境儿童开展社会工作服务。为使深圳社会工作者在

开展困境儿童服务时有更加清晰的行动路径和实务方法，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申请开展《深圳市困境

儿童关爱社会工作服务指南》项目，并通过参加深圳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主办的“2021 深圳市关

爱儿童项目大赛”获得立项。

研制《困境儿童关爱社会工作服务指南》，能够帮助社会工作者面向困境儿童开展高质量、有效度

的关爱服务，让社会工作者在家庭、学校、社区等服务场所，与困境儿童监护人、儿童督导员、儿童主

任、志愿者等多方主体联动，共同推动困境儿童关爱体系建设，共同提升我市困境儿童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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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儿童关爱社会工作服务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社会工作者开展困境儿童关爱社会工作服务时的服务原则、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和服

务管理等方面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服务困境儿童的社会工作者（以下简称“困境儿童社工”）及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开展

困境儿童关爱社会工作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MZ/T 086—2017 受监护侵害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指引

MZ/T 167—2021 儿童福利机构社会工作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困境儿童

由于儿童自身、家庭、社会等原因陷入生存、安全、发展等困境，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关心帮助的

未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

注：一般分为孤儿、自身困境儿童、家庭困境儿童、安全困境儿童和临时困境儿童。

3.2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根据需要设立，对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遭受监护侵害、暂时

无人监护等未成年人实施救助，承担临时监护责任，协助民政部门推进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

务等工作的专门机构。

注：一般包括按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和设有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科（室）

的救助管理站。

3.3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立的专门办理辖区内未成年人保护相关事务的工作机构。

3.4

儿童督导员

经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指定，负责所在乡镇（街道）儿童关爱保护服务工作的专门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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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儿童主任

经所在村（居）民委员会指定，负责所在村（社区）儿童关爱保护服务工作的专门人员。

3.6

困境儿童社会工作者

持有国家颁发的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书且从事困境儿童社会工作服务的社会工作人员。

3.7

服务场域

开展困境儿童关爱社会工作服务的场所。

注：一般集中在家庭、学校和社区等三大场所，还包括在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残障康复机构、

医疗机构、公检法司机构等场所。

3.8

困境儿童关爱社会工作服务

由困境儿童社工开展，以专业的价值观为指导和科学的理论为基础，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和技

巧对困境儿童开展的服务。

4 服务原则

4.1 通用服务原则

开展困境儿童关爱社会工作服务时应遵循社会工作通用服务原则（见附录 A）。

4.2 最有利于儿童原则

在保护困境儿童的人身权、财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的过程中，综合各方面因素进行权衡，选择最有

利于困境儿童的方案，采取最有利于困境儿童的措施，实现困境儿童的利益最大化。

4.3 儿童参与原则

以优势视角为指导，相信每个儿童的潜能和成长力，注重儿童的增权赋能，根据儿童的年龄和认知

能力，让儿童成为参与主体并适当参与服务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创造儿童公平参与的机会和环境。

4.4 社会协同原则

在政府主导下开展困境儿童服务，在困境儿童社工的职责范围内，积极联动多部门、多元社会力量

共同参与，明确职责，相互协同，达成服务目标。

5 服务内容

5.1 保护性服务

5.1.1 日常监测

5.1.1.1 困境儿童社工就任后，应在 3 个月内掌握本服务场域的存量困境儿童名单及其基本情况，并

从以下方面监测困境儿童的受助情况：

——有无安全困境的风险，或是否已解决原有的安全困境问题；

——是否已享受应享受的政策保障（见附录 B）；

——有无亟待解决的临时困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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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困境儿童名单的形成通常经过部门初筛、街道办事处排查、信息汇总等环节。

注2：民政部门是困境儿童保障的牵头单位，负责汇总及管理本行政区域的困境儿童名单。

注3：困境儿童名单属于隐私信息，各服务场域内的困境儿童名单通常由服务场域困境儿童主管部门管理，如社区工作

站管理家庭和社区场域的困境儿童名单，学校德育处管理学校场域的困境儿童名单，医院医务科管理医院场域的困境儿

童名单。

5.1.1.2 困境儿童社工宜监测本服务场域内与困境儿童有关的舆情事件，当舆情发生时，协助服务场

域困境儿童主管部门开展舆情处置工作，如观察及报告舆情动向、核实信息、发布权威消息、辟除谣言

等。

5.1.2 发现报告

困境儿童社工宜保持较高的职业敏感度，在日常工作中，参照附录 C 给出的相关信息，主动发现本

服务场域内的新增困境儿童，并按以下要求开展发现报告或强制报告工作：

a) 当发现儿童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时，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儿童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情况包括：

1) 未成年人的生殖器官或隐私部位遭受或疑似遭受非正常损伤的；

2) 不满十四周岁的女性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害、怀孕、流产的；

3) 十四周岁以上女性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害所致怀孕、流产的；

4) 未成年人身体存在多处损伤、严重营养不良、意识不清，存在或疑似存在受到家庭暴力、

欺凌、虐待、殴打或者被人麻醉等情形的；

5) 未成年人因自杀、自残、工伤、中毒、被人麻醉、殴打等非正常原因导致伤残、死亡情形

的；

6) 未成年人被遗弃或长期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

7) 发现未成年人来源不明、失踪或者被拐卖、收买的；

8) 发现未成年人被组织乞讨的；

9) 其他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情形或未成年人正在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

b) 发现不属于上述九种情况的困境儿童时，报告服务场域困境儿童主管部门及困境儿童住所地村

（社区）的儿童主任。当不掌握儿童住所地村（社区）的儿童主任的联系方式时，报告困境儿

童住所地的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相关联系方式见附录 D。当联系不上所住地街道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站时，拨打深圳市未成年人保护热线 0755-12345 转 6 报告。

开展发现报告时，困境儿童社工宜了解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情况，填写《困境儿童及家庭基本信息表》

（见附录 E）并提交给接报部门。当前阶段尚无法完整填写《困境儿童及家庭基本信息表》的，可通过

后续的持续服务来补充完整。

5.1.3 受理报告

困境儿童社工宜留意困境儿童本人及其家庭求助、其他机构转介以及他人报告等情形，并及时核实

问题情况，若情况属实，按照第 6 章的流程跟进处理。

5.1.4 保障安全

困境儿童社工发现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困境儿童时，在公安机

关或本服务场域困境儿童主管部门未到现场之前，应保障儿童的人身安全，宜开展临时照料、心理疏导

或送医救治等工作。

5.1.5 调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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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1 困境儿童社工宜根据民政部门或服务场域困境儿童主管部门的安排，对困境儿童的个人和家

庭情况、家庭监护情形、受监护侵害风险等级、困境类别、服务需求等内容开展调查评估。

5.1.5.2 当调查评估对象为受监护侵害困境儿童时，困境儿童社工应遵守 MZ/T 086—2017 的要求，参

照附录 F 的内容进行风险等级评估。

5.1.6 定期随访

5.1.6.1 困境儿童社工宜根据调查评估确定的困境儿童分级分类情况，对不同类型的困境儿童，参照

以下频率开展随访工作：

——对于遭受家庭暴力或不法侵害儿童，第 1 个月至少每周家访或电访 1 次，之后视具体情况而

调整；

——对于失学辍学儿童，每 2 周至少家访或电访 1 次，直至复学满 1 个月后可降低家访频率；

——对于无户籍儿童，每个月至少家访或电访 1次，直至落实户籍后，可根据需求降低家访频率；

——对于重病/重残儿童，每 3 个月至少家访或电访 1 次；

——对于亲属抚养或家庭寄养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每 3 个月至少家访或电访 1 次；

——对于散居孤儿、贫困家庭儿童、有流浪经历的儿童等，每 3 个月至少家访或电访 1 次。

5.1.6.2 困境儿童社工宜与儿童住所地村（社区）的儿童主任协商定期随访的工作安排，首次随访宜

一同开展，熟悉情况后可轮流开展，并相互共享随访信息。

5.1.7 临时安置

困境儿童社工发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儿童，除开展发现报告和保障安全服务，还可协助困境儿童

住所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采取委托亲属抚养、家庭寄养、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临时监护

等方式，对困境儿童进行不超过 1年的临时安置。

——未成年人流浪乞讨或者身份不明，暂时查找不到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监护人下落不明且无其他人可以担任监护人；

——监护人因自身客观原因或者因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不能履行

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监护缺失；

——监护人拒绝或者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照料的状态；

——监护人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未成年人需要被带离安置；

——未成年人遭受监护人严重伤害或者面临人身安全威胁，需要被紧急安置；

——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在临时安置期间，经民政部门评估确认监护人重新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后，配合儿童主任或民政

部门将困境儿童送回监护人抚养，并会同儿童主任做好定期跟踪、服务与评估工作。

5.1.8 长期安置

5.1.8.1 儿童福利机构场域的困境儿童社工，宜根据 MZ/T 167—2021 的规定，协助儿童福利机构，面

向所在场域的儿童开展社会工作服务。

5.1.8.2 其他场域的困境儿童社工，发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儿童，应协助服务场域困境儿童主管部

门将儿童转介到民政部门，以便将儿童安置到儿童福利机构进行长期安置。

——查找不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监护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且无其他人可以担任监护人；

——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且无其他人可以担任监护人；

——人民法院判决撤销监护人资格并指定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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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援助性服务

5.2.1 户籍办理援助服务

困境儿童社工宜为因下列情况未办理户籍登记的儿童，提供户籍办理援助服务：

——对因不能识别身份而无法办理户籍登记的儿童，按属地原则将其转介至发现地公安机关，由

公安机关通过内部程序识别儿童的身份；识别身份后，开展解答落户政策、提供办事指南等服

务；若涉及非法收养、拐卖等情况，配合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及善后处置工作；

——对因落户手续不齐全而无法办理户籍登记的儿童，指引其监护人按照《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实施意见》规定的条件和操作流程办理户口登记；当监

护人准备户口登记所需材料有困难时，予以协助；协助后仍无法解决的，可通过儿童主任、儿

童督导员渠道逐级向上反映；

——对因监护人不作为而未办理户籍登记的儿童，对监护人进行劝说和教育，必要时提请公安机

关介入进行教育训诫；

——对因监护人下落不明而无法办理户籍登记的儿童，发动村（社区）干部、邻居等与监护人利

益相关或知情人员协助寻找监护人的下落；确认监护人的下落后，劝说监护人尽快为儿童办理

户籍登记；劝说无效的，可提请公安机关介入。

5.2.2 经济援助服务

困境儿童社工宜为基本生活无法保障的儿童、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发生困难的儿童提供经济援助服

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对接政府救助资源：协助困境儿童及其家庭了解政府层面相关保障、救助等政策，并协助符

合相关条件的困境儿童或其家庭申请深圳或其户籍地的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基本生活费

补贴等救助资源。深圳市的相关资源信息见附录 B；

——链接慈善帮扶资源：链接爱心单位或爱心人士的慈善资源，为困境儿童提供资金、基本生活

物资等援助，保障困境儿童的基本生活。

5.2.3 医疗康复援助服务

困境儿童社工宜为因缺乏医疗康复政策和资源信息、无力支付医疗康复费用等而影响健康权益的儿

童，提供医疗康复援助服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对接政府救助资源：协助困境儿童及其家庭了解、申请深圳或其户籍地的医疗保障政策和康

复资源。深圳市的相关资源信息见附录 B；

——链接慈善帮扶资源：链接爱心单位或爱心人士的慈善资源，援助符合帮扶条件的困境儿童，

相关资源信息见附录 G。

5.2.4 教育援助服务

困境儿童社工宜为入学困难、失学、无力支付相关费用、无法适应在校学习与生活的儿童，提供教

育援助服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对接政府救助资源：协助困境儿童及其家庭了解、申请深圳或其户籍地的教育援助政策。深

圳市的相关资源信息见附录 B；

——链接慈善帮扶资源：链接爱心单位或爱心人士的慈善资源，援助符合帮扶条件的困境儿童，

相关资源信息见附录 H；

——为困境儿童开展入学、在校、升学适应辅导与学业支持等服务。

5.2.5 住房援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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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儿童社工宜为有住房困难的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住房援助服务，协助其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或住房租赁补贴，相关资源信息见附录 B。

5.2.6 法律援助服务

困境儿童社工宜为有需要且符合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条件的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法律层面的援

助服务，协助其申请司法行政部门或社会公益性的法律援助资源和司法救助资源,相关资源见附录 I。

5.3 支持性服务

5.3.1 心理辅导

困境儿童社工宜与困境儿童建立信任的专业关系，根据困境儿童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身心特点，提供

与其认知水平相适应的辅导，帮助困境儿童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改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更

好融入家庭、适应社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在介入困境儿童自杀、自残、受暴力伤害等危机事件时，充分运用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理论与

技术，进行危机干预，保护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

——在常规服务过程中，及时为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情绪支持、心理辅导和行为矫治；

——若有需要，为困境儿童链接医疗机构、心理咨询机构，为其提供转介服务与后续跟进，相关

心理援助资源信息见附录 J。

5.3.2 就业辅导

困境儿童社工宜为无稳定就业、经济困难、社会融入困难、难以保障基本生存的困境儿童家属和

16 周岁以上的困境儿童提供就业辅导服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职业评估：对服务对象的就业能力、职业适应能力进行分析与评估，帮助其认识自身的局限

性，确定适合的职业方向；

——求职技巧训练：针对服务对象求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辅导，如面试、礼仪、办公基

本技巧等；

——就业资源链接：链接政府、基金会、企业等资源，提供就业信息、就业培训和就业机会；

——就业适应：帮助服务对象适应本职工作和生活。

5.3.3 家庭辅导

困境儿童社工宜为因发生冲突、混乱和危机而难以发挥正常功能、难以满足儿童身心需求的家庭，

提供家庭辅导服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般情况下，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专业方法，为家庭提供必要支持，协助

家庭克服困难，解决面临的问题，修复正常功能；

——针对因父母吸毒、服刑、患重病、患精神类疾病、离异、外出务工等原因导致功能受损的家

庭，开展家庭治疗服务，修复家庭功能。

5.3.4 家庭教育

困境儿童社工宜为无法良好履行监护职责、造成儿童身心伤害或陷入困境的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服

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及儿童保护、

儿童福利的相关政策，开设专题讲座，协助和指导困境儿童父母和其他监护人了解监护职责；

——以协助家长建立科学的教育观念为目的，开展工作坊、家长互助会或亲子互助小组，帮助家

长学习家庭教育知识和技能，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创造良好、和睦、文明的家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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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委托照护

困境儿童社工宜协助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困境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开展委托

照护支持服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协助困境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判断被委托人有无民事行为能力、有无严重传染性疾病；有

无实施性侵害、虐待、遗弃、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有无吸毒、酗酒、赌博等恶习；

有无拒不履行或者长期怠于履行监护、照护职责；

——协助困境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及时将委托照护情况书面告知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和

实际居住地的村（居）民委员会，加强和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的沟通；

——督促困境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与未成年人、被委托人至少每周联系和交流一次，了解未成

年人的生活、学习、心理等情况，并给予未成年人亲情关爱。

困境儿童社工应注意，困境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应委托他人代为照护

困境儿童。一经发现，困境儿童社工应劝阻；劝阻不成的，向服务场域困境儿童主管部门及困境儿童住

所地村（社区）的儿童主任报告。

5.3.6 喘息服务

困境儿童社工宜为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照护困境儿童、长期积压负面情绪的照料者提供喘息服务。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协助有经济条件且有意向的照料者选择短期托养机构；

——协助照料者建立互助支持网络；

——组建志愿照护团队，定期开展上门照护服务，让照料者在志愿者上门照护儿童期间获得放松；

——开展个案辅导、情绪支持小组、兴趣发展小组等服务，协助照料者舒缓负面情绪，减轻心理

压力。

5.3.7 志愿服务

困境儿童社工宜招募无犯罪或侵害儿童记录、擅长儿童服务的爱心人士通过提供志愿服务的方式协

助社工开展困境儿童关爱服务。

5.4 发展性服务

困境儿童社工宜通过培训、工作坊、讲座、社会实践、个别辅导、团体辅导等多种方式，推动困境

儿童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为困境儿童提供自我认同、思想引导、习惯养成、技能学习、社会融入等服务，推动困境儿

童的成长发展和社会化发展；

——根据需要，为 16 周岁以上的困境儿童提供职业生涯规划，推动困境儿童的职业发展。

5.5 倡导性服务

困境儿童社工宜在日常工作中开展倡导服务，为困境儿童及其家庭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发挥政策倡导者和影响者角色，将工作经验总结梳理成有效的政策建议，反馈给政策制定者，

推动困境儿童关爱服务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完善；

——多渠道广泛宣传和普及困境儿童关爱服务的政策法规，倡导爱心人士参与儿童保护工作，营

造关爱困境儿童的良好社会氛围；

——通过日常倡议的方式，引导新闻媒体或者网络平台客观、审慎和适度报道涉及未成年人的新

闻事件，不侵犯未成年人的名誉、隐私和其他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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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服务流程

6.1 接案

困境儿童社工在接案时，宜依次完成以下工作：

a) 做好面谈准备并拟定初次面谈提纲；

b) 与困境儿童及其监护人或主要照料者面谈；

c) 收集资料，建立服务档案；

d) 初步预估困境儿童的问题，并确定是否在困境儿童社工能力及权责范围内。符合的则予以接案，

否则予以转介；

e) 与困境儿童、监护人或主要照料者建立专业关系；

f) 与困境儿童、监护人或主要照料者签订服务协议。

6.2 预估

困境儿童社工在预估时，宜依次完成以下工作：

a) 识别困境儿童及其所处环境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

b) 优先处理困境儿童人身伤害、人身安全威胁、疑似受到伤害、监护缺失、监护不当等问题；

c) 协调相关专业和部门，使用个案管理模式，综合评估困境儿童的问题、需求和资源状况；

d) 与监护人或主要照料者共同决定解决问题的优先次序，确定服务的方式和内容。可根据实际情

况征询困境儿童的意见。

6.3 计划

困境儿童社工在计划时，宜依次完成以下工作：

a) 邀请困境儿童、监护人或主要照料者及相关人员参与制定服务计划；

b) 根据具体化、可衡量、可达成、可评估、有时限等原则，制定服务目标；

c) 根据服务目标，制定介入策略、行动步骤及进度安排；

d) 预测可能存在的困难、风险并拟定应对策略和预案；

e) 明确困境儿童社工、困境儿童、监护人或主要照料者各自的任务和角色；

f) 制定过程评估和成效评估计划及指标；

g) 确认服务所需的人力、经费、设备设施等资源保障。

6.4 介入

困境儿童社工在介入时，宜依次完成以下工作：

a) 发掘和运用困境儿童周边的资源，协助困境儿童、监护人或主要照料者学会运用资源；

b) 调解困境儿童与环境产生的冲突；

c) 调动能促进困境儿童改变的相关资源，帮助困境儿童实现积极的改变。

6.5 评估

困境儿童社工在评估时，宜完成以下工作：

a) 根据已制定的过程评估和成效评估计划开展评估；

b) 收集和分析与服务相关的资料，包括客观资料、主观感受与评价等；

c) 根据阶段性评估结果和困境儿童及其监护人或主要照料者的需要，及时调整服务计划；

d) 根据服务效果和具体情况评估能否结案；

e) 撰写评估报告，并进行专业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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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结案

困境儿童社工在结案时，宜完成以下工作：

a) 巩固困境儿童及所处环境已有的改变；

b) 增强困境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信心；

c) 妥善处理困境儿童因结案产生的负面情绪；

d) 根据困境儿童及家庭的实际情况，确定跟踪回访的时间、频率、方式和内容。

6.7 跟踪回访

困境儿童社工在跟踪与回访时，宜依次完成以下工作：

a) 通过跟踪与回访，及时掌握困境儿童现状，并持续巩固介入成果；

b) 若发现新困境，及时调整回访计划，重新评估，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置。

6.8 应急处置

困境儿童社工在服务过程中发现遭受或面临不法侵害的困境儿童，应采取以下积极措施开展应急处

置：

a) 带离危险境地：带领困境儿童离开危险境地，当情况紧急且困境儿童社工不能靠自身力量带离

时，报警请求公安机关介入；

b) 救治和体检，包括以下内容：

1) 当儿童的身体受到伤害时，协助服务场域困境儿童主管部门护送儿童到未成年人“一站式”

保护中心或医院救治和体检；

2) 若有必要，所需费用可联系儿童住所地儿童主任或儿童督导员，经程序申请由民政部门垫

付，并在救治或体检结束后，协助民政部门向儿童的监护人追索。

c) 心理疏导：对儿童可能产生的恐惧、伤心、沮丧等负面情绪进行抚慰；

d) 当困境儿童符合 5.1.7 规定的情形时，对其进行临时安置，包括以下内容：

1) 查找愿意临时照料儿童的亲属（如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的兄或姐），并协助亲属与儿

童住所地的区民政部门或村（居）民委员会沟通委托照料手续事宜；

2) 若无亲属能够临时照料儿童，则将儿童安置到常住地的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3) 若困境儿童超过 8 周岁，且有表达能力，宜首先征询其意愿；

4) 在困境儿童被安置到亲属家或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前，开展必要的临时照料服务。

e) 协助办案，包括以下内容：

1) 根据本服务场域困境儿童主管部门的安排，协助公安机关开展受侵害儿童询问工作；

2) 为儿童争取在安全、友好的环境中接受询问。当儿童被害人、证人是女性时，提醒公安机

构安排女性工作人员进行询问；

3) 若发现公安机关人员的询问内容、用词、语气等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伤害时，及时提醒并建

议调整。

f) 跟进处理：协同儿童主任定期走访和评估受害困境儿童家庭，若发现实施加害的监护人未改正，

第一时间报告本服务场域困境儿童主管部门和儿童主任。

7 服务管理

7.1 人员管理

7.1.1 困境儿童社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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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1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宜注重困境儿童社工的管理，对困境儿童社工的工作质量和工作绩效进行

定期的考核评价，确保其能够适应岗位要求，胜任本职工作。

7.1.1.2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宜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二条的要求，核实困境儿童社工是否具

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通过查询或者其他方式发现困境儿童社工具有上述

行为的，应及时解聘。

7.1.1.3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宜持续做好困境儿童社工的督导工作，发挥社会工作督导的行政功能、教

育功能和支持功能。

7.1.1.4 困境儿童社工宜符合以下要求：

——在政治思想和职业操守等方面有较高的综合素养；

——掌握社会工作通用知识及技能，掌握困境儿童服务的独特知识和技能，并持续学习。

7.1.2 志愿者管理

志愿者管理工作宜包括以下内容：

——与志愿者签署《志愿服务协议》，明确志愿者的权利和义务；

——定期为志愿者提供必要的培训和支持；

——为志愿者进行服务登记，并保证相关记录完整、真实；

——制定志愿者管理制度，宜包括志愿者申请、注册与服务准则、个人信息与志愿服务记录、查

询、证明及管理、能力建设、回馈激励与惩罚退出等方面内容。

7.2 风险管理

7.2.1 困境儿童社工行为风险管理

在困境儿童关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困境儿童社工宜充分考虑以下行为的风险，并掌握应对风险的有

关工作方法：

——困境儿童社工作为强制报告案件的报告义务人，未开展强制报告。针对此类风险情形，困境

儿童社工应熟悉需要开展强制报告的情形，在日常工作中保持职业敏感。对于不能确定是否需

要开展强制报告的个案，报请本服务场域困境儿童主管部门研判；

——未经困境儿童监护人的同意，制作、使用、公开困境儿童的肖像。针对此类风险情形，困境

儿童社工为保护困境儿童的隐私，除特殊情况外，不应使用困境儿童的肖像。若确需使用，需

征得其监护人的同意。困境儿童有表达能力的，同时应征求困境儿童的意见。使用困境儿童的

肖像时，不应呈现该困境儿童的困境身份；

——公开或泄露儿童的困境身份，或困境儿童的隐私信息。针对此类风险情形，困境儿童社工应

树立隐私保护意识，以不公开或最小程度公开为原则，保护服务对象的身份信息及隐私信息；

——与困境儿童有不当身体接触，如过于热情而亲吻儿童。针对此类风险情形，困境儿童社工应

遵守 T/SZSWA 004—2020 的各项要求，牢记专业界限；

——和异性儿童长时间独处密闭空间。针对此类风险情形，困境儿童社工需要在密闭空间开展服

务时（如面谈），宜有 2 名工作人员开展服务。如人手不足，可敞开门口或转移到室外空旷处

开展服务，以解除密闭状态。

7.2.2 安全风险管理

在困境儿童关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困境儿童社工应充分考虑安全风险，做好职业防护，确保自身安

全及健康。安全风险管理包括以下内容：

——开展入户访谈时，不单独前往，宜安排 2 名工作人员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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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介入正在发生家庭暴力事件的个案；若个案情况严重，可寻求公

安机关支援。

7.3 档案管理

困境儿童社工及其所在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宜注重管理困境儿童档案，保障档案的真实性、及时性和

完整性。档案管理包括以下内容：

——根据困境儿童实际情况分类管理档案，建立困境儿童档案分类管理制度，明确归档范围及要

求、档案移交、档案储存及保管、档案借阅、档案销毁以及档案保密等内容；

——做好困境儿童服务信息保密工作，安排专人负责服务档案管理工作；

——及时归档困境儿童服务过程的资料，包括困境儿童基本信息档案、服务过程的记录、服务质

量监控记录、服务转介和跟踪记录等。

7.4 协同管理

困境儿童社工宜围绕共同目标，加强与各方的协同合作，包括以下内容：

——针对困境儿童的不同特点，联合心理咨询师、康复师、法律工作者和志愿者等人员提供心理

疏导、精神关爱、家庭教育指导、权益维护等服务，协同做好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

——针对困境儿童的实际需求，协同公安、民政、教育、卫生健康、审判、检察、共青团、妇联、

残联等部门提供保障或救助服务，使符合条件的困境儿童及其家庭得到及时有效帮扶。

多名困境儿童社工共同面向一名困境儿童开展服务时，宜由最早跟进的社工主持讨论确定主导社工。

主导社工宜由困境儿童主要服务需求的跟进社工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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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社会工作通用服务原则

A.1 保护生命

社会工作者应保护服务对象及第三方利益相关者的生命。当服务对象所陈述的个人隐秘资料中涉及

第三方利益相关者的生命安全时，社会工作者应将相关信息知会第三方利益相关者，以确保其生命财产

的安全，并提前做好相应的预防和准备。

A.2 差别平等

社会工作者应以平等的方式对待服务对象，同时注重服务对象的差异，充分把握平等待人和个别化

服务的理念。

A.3 自由自主

社会工作者应充分保障服务对象的自由和自主，调动服务对象在服务参与中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充

分尊重服务对象的意见，鼓励服务对象表达不同意见，注重倾听服务对象的意见和声音，在不侵犯他人

权利的前提下，尊重服务对象在服务过程中的选择和决定。

A.4 最小伤害

社会工作者应保护服务对象的利益不受侵害，减少或预防服务对象身体、心理和精神上受到的伤害。

无法避免造成伤害的，应选择对服务对象造成最小伤害的方案，或最容易恢复的方案，尽可能实现利益

最大化。

A.5 生命质量

社会工作者应改善服务对象的身体及心理状况，改善服务对象的生活质量。

A.6 隐私保密

社会工作者应合理处理服务对象在服务过程中透露和提供的个人信息，包括信息资料的安全存放和

合理使用，不向其他人士和公众透露或泄露服务对象的个人信息和隐秘资料，确保服务对象的利益不受

侵犯。

A.7 真诚相待

社会工作者应尊重服务对象，真诚对待服务对象，可通过适当的自我披露，建立相互信任的专业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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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B

（资料性）

深圳市困境儿童保障政策和措施

表 B.1 给出了深圳市为困境儿童提供的保障政策和措施。

表 B.1 深圳市困境儿童保障政策概况表

政策措施大类名称政策措施细项名称 政策（措施）具体内容和要求

生活保障
孤儿基本生活保障

金

我市孤儿每月可获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金（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

儿童参照该标准执行）。该项保障金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基础每年调整一次。以

上保障对象年满 18 周岁后仍在全日制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就读的，可继续获得该项保障。

生活保障 基本生活费补贴

低保家庭或低保边缘家庭中重残或患重大疾病的儿童，按照我市孤儿最低养育

标准的 70%或者 50%发放基本生活费补贴。低保家庭或低保边缘家庭中父母一方重残

或患重大疾病的儿童，按照我市孤儿最低养育标准的 60%或者 40%发放基本生活费补

贴。以上保障对象年满 18 周岁后仍在全日制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普通高中、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就读的，可继续获得该项保障。

医疗康复保障

医疗保险缴费资助

和重特大疾病补充

医疗保险

我市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特困儿童、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和低收入家庭困

境儿童参加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获得每年 479.52 元的全额资助。我市还为上述

保障对象购买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

医疗康复保障 康复救助服务

持有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或深圳市各区残疾人联合会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证》18 周岁以下残疾少年儿童和深圳户籍 7 周岁以下持深圳市二级甲等及以

上医院开具的疑似残疾诊断结果的疑似残疾儿童，可按照《深圳市残疾人少年儿童

康复救助实施办法》向残联部门申请康复救助服务，包括：视力残疾矫治、人工耳

蜗植入及后续服务、肢体残疾矫治、辅助器具服务、康复训练。具体内容包括：

——视力残疾儿童：功能评估、视觉功能训练、定向与行走能力训练、粗大运动训

练、精细动作训练、感知能力训练、认知能力训练、语言与沟通能力训练、生活自

理能力训练、社会适应能力训练、感觉统合训练及其他特殊康复教育等。

——听力残疾儿童：功能评估、认知能力训练、言语矫治、听觉能力训练、感觉统

合训练及其他特殊康复教育等。

——言语残疾儿童：功能评估、发音训练、认知能力训练、语言与沟通能力训练、

吞咽训练、构音障碍训练及其他特殊康复教育等。

——肢体残疾儿童：功能评估、物理治疗、作业治疗、言语治疗、粗大运动训练、

精细动作训练、生活自理能力训练、社会适应能力训练、引导式教育训练及其他特

殊康复教育等。

——智力残疾儿童：功能评估、粗大运动训练、精细动作训练、感知能力训练、认

知能力训练、语言与沟通能力训练、生活自理能力训练、社会适应能力训练、感觉

统合训练及其他特殊康复教育等。

——精神残疾儿童：功能评估、运动能力训练、感知能力训练、认知能力训练、语

言与沟通能力训练、生活自理能力训练、社会适应能力训练、感觉统合训练、精神

卫生健康评估及心理辅导及其他特殊康复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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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续）

政策措施大类名称 政策措施细项名称 政策（措施）具体内容和要求

医疗康复保障 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

0-18 周岁孤儿和孤儿年满 18 周岁后仍在全日制学校就读

的（含普通全日制本科学校、普通全日制专科学校、高等

职业学校等高等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中专、大专、

本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其医疗康复费用扣除医保报销、

大病保险报销、医疗救助、康复救助、慈善捐助等费用后

的剩余自付部分，可申请“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项目

资助。

教育保障 十五年免费教育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残疾学生可享受学前教育、义务教育、

高中阶段教育在内的 15 年免费教育。

教育保障 保教费资助（学前教育阶段）

对本市户籍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烈士子女、孤儿和残疾儿

童接受学前教育给予的保教费资助将按照隶属关系由所在

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循部门预算程序编报，由同级财政保

障。

教育保障 生活费补助（义务教育阶段）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获生活费补助。其中，寄宿生补助标

准为小学生每生每年 1000 元，初中生每生每年 1250 元；

非寄宿生补助标准为小学生每生每年 500 元，初中生每生

每年 750 元。

教育保障
深圳市政府助学金（中小学校和幼

儿园）

对在深圳市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正常就读并具有深圳市全日

制正式学籍在校学生(儿童)中的享受深圳市民政部门低收

入居民社会救助家庭和持有深圳市《特困职工证》家庭的

学生、深圳市户籍的孤儿和残疾学生以及特困供养人员、

深圳市革命烈士或因公牺牲军人子女等发放深圳市政府助

学金，用于补贴学生服费、学习用具费等学习生活支出。

申领深圳市政府助学金的学生(儿童)可以同时申请其他资

助项目。资助标准：每生每年 1000 元。深圳市政府助学金

按自然年一次性发放。

教育保障
国家助学金（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

职业教育阶段）

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

育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与非涉农专业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1500 元。

教育保障
免学杂费（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

业教育阶段）

——深圳市免除公办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含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

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学杂费。

——对在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批准的民办普通高中

就读的符合免学杂费政策条件的学生，按照同类型公办普

通高中免学杂费标准予以补助。

——深圳市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公办一、二、三

年级民办一、二年级在校生（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

外）中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深圳市户籍学生以及符合深圳市“1+5”

文件政策的其他城市学生可免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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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续）

政策措施大类名称 政策措施细项名称 政策（措施）具体内容和要求

教育保障 “福彩圆梦”孤儿助学金

除按政策享受的国家教育资助外，已被认定为孤儿身份、

年满 18周岁后在普通全日制本科学校、普通全日制专科学

校、高等职业学校等高等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中专、

大专、本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福

彩圆梦”孤儿助学金（每生每年 1万元）。

住房和就业保障 成年孤儿住房保障

孤儿成年后的住房待遇按照《深圳市社会福利机构成年孤

儿安置办法》（深民规〔2019〕1 号）办理，符合条件的社

会福利机构成年孤儿纳入住房优先保障范围。

孤儿成年后符合廉租保障条件的，区住房主管部门通过住

房租赁补贴应保尽保。纳入公共租赁住房、安居型商品房

选房名单的，住房主管部门在同等条件下安排优先选房。

住房和就业保障 成年孤儿就业帮扶

人力资源保障部门为社会福利机构集中供养的成年孤儿提

供就业技能培训、就业指导服务，对其中符合条件的，由

政府给予技能培训补贴。

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福利企业、社会组织优先吸收成年

孤儿就业。民政部门为成年孤儿优先提供公益性就业岗位。

残疾人联合会为残疾成年孤儿优先提供残疾服务机构等公

益性就业岗位。

安全保障 临时监护

民政部门为符合下列情形的未成年人提供临时监护服务：

——未成年人流浪乞讨或者身份不明，暂时查找不到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

——监护人下落不明且无其他人可以担任监护人；

——监护人因自身客观原因或者因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不能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

成年人监护缺失；

——监护人拒绝或者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处

于无人照料的状态；

——监护人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未成

年人需要被带离安置，未成年人遭受监护人严重伤害或者

面临人身安全威胁，需要被紧急安置；

——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安全保障 长期监护

民政部门为符合下列情形的未成年人提供长期监护服务：

——查找不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监护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且无其他人可以担任监护

人；

——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且无其他人可以担任监护人；

——人民法院判决撤销监护人资格并指定由民政部门担任

监护人；

——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注：本表格根据深圳市民政局网站发布的信息整理而成，最新内容以深圳市民政局网站发布的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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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附 录 C

（资料性）

困境儿童认定标准和说明

表 C.1 给出了困境儿童认定的标准和说明。

表 C.1 困境儿童认定标准及认定说明

儿童类别 认定标准 认定说明

孤儿
失去父母或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

人。

——失去父母：指父母双方自然死亡或人民法院宣告死亡。

——查找不到父母：主要指人民法院宣告父母失踪。

自身困境儿

童

自身残疾儿童，是指因自身残疾、疾病

等原因导致康复、教育、照料、护理和

社会融入等困难的儿童。

家庭困境儿

童

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就医、就学等困

难的儿童，以及父母双方不能履行抚养

义务的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父母双方不能履行抚养义务的情形包括：父母双方均符合重

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

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父母一方死亡

或失踪，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

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

逐）出境情形之一的儿童。父母双方不能履行抚养义务各类情形的

定义如下：

——重病：指经我市指定诊断医院确认审核患有我市综合门诊大病

及患有《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2020 年修订版）》规

定的 28种重度疾病。

——重残：指一级二级残疾或三级四级精神、智力残疾。

——失联：指失去联系且未履行监护抚养责任 6个月以上。服刑在

押、强制隔离戒毒或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是指期限在

6个月以上。

——死亡：是指自然死亡或法院宣告死亡。

——失踪：是指人民法院宣告失踪。

——被撤销监护资格：是指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监护人资格。

——被遣送（驱逐）出境：是指外籍人员与内地居民生育子女后被

依法遣送（驱逐）出境且未履行抚养义务。

安全困境儿

童

是指因家庭监护缺失、监护不当或监护

侵害而遭受虐待、遗弃、意外伤害、不

法侵害等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

的儿童。

——监护缺失：是指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由于死亡、失踪、重残、重

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或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以及因外出务工等原

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导致儿童无人监护或失去

有效监护。

——监护不当：是指由于监护人未完全履行监护职责导致儿童处于

危险境地或得不到有效监护；

——监护侵害：是指监护人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

未成年人，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胁迫、诱骗、

利用未成年人乞讨，以及不履行监护职责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等行为。

临时困境儿

童

指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

或其他特殊困难陷入困境的儿童。

注：本表格摘自《深圳市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工作指引（试行）》（深民﹝2021﹞6 号）。



T/SZSWA 007—2022

17

附 录 D

（资料性）

深圳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联系方式

表 D.1 给出了深圳市及各区未成年救助保护机构及其联系方式。

表 D.1 未成年救助保护机构及其联系方式

区划 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

市本级 深圳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0755-82438958

福田区

福田区未成年人保护服务中心 4006 149 069

园岭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5320122

南园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3627203

福田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3813850

沙头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6083744

梅林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3103311

华富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3251226

香蜜湖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2549359

莲花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3079128

华强北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2586830

福保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3919206

罗湖区

罗湖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0755-22185825

翠竹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5690030

南湖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2194575

黄贝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5435256

东门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2179355

桂园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2117322

东湖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2259981

东晓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5166380

笋岗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2268972

莲塘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5726902

清水河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2489234

盐田区

盐田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0755-22320305

沙头角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5555378

海山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2320013

盐田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5202521

梅沙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5060719

南山区

南山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0755-86077890

南山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6475089

南头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6162994

西丽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673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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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续）

区划 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

南山区

粤海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6415683

招商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6862078

桃源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6991700

沙河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6603204

蛇口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6686845

宝安区

宝安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0755-27590594

新安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3496124

西乡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7932033

航城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5905983

福永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7391533

福海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7729516

沙井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7729516

新桥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7686115

松岗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7553889

燕罗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3289213

石岩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7358143

龙岗区

龙岗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0755-89556328

吉华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8259456

宝龙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3255165

龙城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9916824

南湾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8706294

布吉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8539140

坂田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9586086

坪地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4098704

横岗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8698777

园山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8389957

龙岗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4802224

平湖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5238637

龙华区

龙华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0755-23336401

观湖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1055540

民治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1718069

龙华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7701489

大浪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9675925

福城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3766496

观澜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8011031

坪山区

坪山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0755-89232994

坪山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8828678

坑梓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4131018

龙田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521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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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续）

区划 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

坪山区

石井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8820972

马峦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4517972

碧岭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4513373

光明区

光明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0755-88211767

光明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9099102

公明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7155306

新湖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8212498

凤凰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3193979

玉塘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7162093

马田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6902413

大鹏新区

大鹏新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0755-28333564

葵涌办事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4234862

大鹏办事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28379343

南澳办事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0755-84317726

注：本表格由起草人搜集整理而成，最新联系方式以深圳市未成年人保护热线（0755-12345-6）提供的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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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困境儿童及家庭基本信息表

表 E.1 给出了困境儿童及家庭基本信息表的样式。

表 E.1 困境儿童及家庭基本信息表

儿童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男 □女 出生年月 民族

户口分类 □无户 □深户 □非深户 身份证号

户籍地址

现居住地址

健康状况
□健康 □一般或较弱 □疾病（注明病种： ）

□残疾（注明级别：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无残疾证）

就学情况

□未上学 □幼儿园 □小学 □初中/职中 □高中/职高；

□大学/大专 □辍学（辍学时年级： ，辍学主要原因： ）

□其他（注明： ）

监护情况 □监护情况良好 □监护情况一般 □监护落实不到位

其他特殊情况

□无特殊情况

□轻微涉法 □吸毒 □酗酒/流浪乞讨

□其他（注明： ）

家庭经济状况

□非困难家庭

□低保或低保边缘家庭 □特困供养家庭 □临时救助家庭

□其他（注明：）

受侵害情况
□未遭受侵害 □遭受监护人侵害（注明： ）

□遭受他人侵害（注明： ）

儿童类型

□孤儿

□自身困境儿童（□重病 □残疾 □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

□家庭困境（□贫困家庭儿童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安全困境儿童（□监护缺失 □监护不当

□遭受监护人侵害（注明： ）

□遭受他人侵害（注明： ）

□临时困境儿童（注明： ）

□其他困境（请注明困境类型： ）

家庭主要成员信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与儿童关系 联系方式 备注

儿童父母信息

父亲

姓名 年龄 职业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健康状况
□健康 □一般或较弱 □重病（注明病种： ）

□残疾（注明级别：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无残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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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 （续）

父亲

户籍地址

现居地址

其他特殊情

况

□违法犯罪等不良记录 □服刑记录 □受虐受暴史 □施暴史

□成瘾（酒精、药物、毒品等） □其他（注明： ）

□无特殊情况

母亲

姓名 年龄 职业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健康状况 □健康 □一般或较弱 □重病（注明病种： ） □残疾（注明级别：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无残疾证）

户籍地址

现居地址

其他特殊情

况

□违法犯罪等不良记录 □服刑记录 □受虐受暴史 □施暴史

□成瘾（酒精、药物、毒品等） □其他（注明： ）

□无特殊情况

其他/实际监护人信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与儿童关系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健康状况 □健康 □一般或较弱 □重病（注明病种： ） □残疾（注明级别：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无残疾证）

居住地址

其他说明

保障情况及关爱需求

基本生活保

障情况

一、保障情况：

□未保障 □有保障

二、保障方式：

□孤儿最低养育标准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费

□重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重度护理补贴）

□贫困家庭：1.□低保

□低保家庭中父母一方重残重病困境儿童补贴

□低保家庭中儿童自身重残重病困境儿童补贴

2.□低收入家庭（低保边缘户）

□低保边缘家庭中父母一方重残困境儿童补贴

□低保边缘家庭中儿童自身重残重病困境儿童补贴

3.□特困供养家庭

□临时救助

□其他

三、发放情况：

合计发放金额：

发放周期：□每月 □每季 □半年一次 □一年一次

发放方式：□现金 □社会化发放

收领人：（与儿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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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 （续）

教育资助

情况

□无

□有，□免学杂费 □免书本费 □减保教费 元/年

□教育资助 元/年

□孤儿助学项目资助 元/年

□其他

医疗保障

情况

1.基本医疗保险：□政府资助参保 □自费参保 □未参保

2.商业意外保险：□政府资助参保 □自费参保 □未参保

3.患病救助情况：□大病慈善救助 □明天计划

4.□其他，请注明：

康复救助

情况

一、康复需求：

□不需要 □需要

二、康复训练情况：

1.□已参加，康复机构名称 ，康复效果 。

2.□未参加，原因：□交通因素 □家庭人力因素 □不知道政策 □康复效果不佳 □其他原因

三、矫治器具配备情况：

1.□已配备（□验配助视器 □验配助听器（双耳） □装配假肢或矫形器、适配轮椅、坐姿椅、站立架、助行器

□配基本型人工耳蜗)

2.□未收取费用 □收取费用

3.□未配备（□不知道政策 □不符合政策）

其他保障

儿童及家庭

主要诉求

儿童主要诉求：□无

□有（简单阐述： ）

监护人主要诉求：□无

□有（简单阐述： ）

注：本表格摘自《困境儿童精准排查和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实施方案》（深未保办发〔202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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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受监护侵害困境儿童风险等级评定表

表 F.1 给出了受监护侵害困境儿童风险等级评定的相关信息。

表 F.1 受监护侵害困境儿童风险等级评定表

评定事项 A 低危 B 中危 C 高危 D 极危

身体虐待或性侵犯的

严重性及/或频密程

度

没有受伤或受无须接

受治疗的伤，对未成年

人没有造成可察觉的

影响；独立偶发事件

身体轻微受伤或出现无

法解释的伤患，须接受

诊治；有惩罚/管教的历

史或模式；轻微的性冲

突

须立即接受治疗及/或

留院；有过度惩罚/管

教/性骚扰的历史或模

式

监护人有下列一件或多件

下列事项者，表明未成年

人处于极危险状态：

——性侵害、出卖、遗弃、

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人，

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的

——将未成年人置于无人

监管和照看的状态，导致

未成年人面临死亡或者严

重伤害危险，经教育不改

的

——拒不履行监护职责长

达 6 个月以上，导致未成

年人流离失所或者生活无

着的

——有吸毒、赌博、长期

酗酒等恶习无法正确履行

监护职责或者因服刑等原

因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

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

全部委托给他人，致使未

成年人处于困境或者危险

状态的

——胁迫、诱骗、利用未

成年人乞讨，经公安机关

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等部门三次以上批评教育

拒不改正，严重影响未成

年人正常生活和学习的

——教唆、利用未成年人

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情节

恶劣的

疏忽照顾的严重性及

/或频密程度以及事

隔时间

对未成年人没有造成

明显的影响；偶发独立

事件

怀疑监护人无法满足未

成年人对医疗、食物及/

或居所的最低要求；经

证实偶有独留未成年人

在家、未成年人乏人看

管的记录

监护人不愿意满足未

成年人对医疗、食物及

/或居所的最低要求；

经证实有长时间独留

未成年人在家、未成年

人乏人看管或保护的

记录；未成年人受到伤

害的风险极高

忽视或虐待孩子的原

因与动机

为了教育孩子而实施

的体罚，打得自己很心

疼；因为客观原因不能

照顾孩子；偶发、独立

事件

为了教育孩子而实施的

体罚，打得不心疼；因

为客观原因不能照顾孩

子；经常发生的事件

没有教育目的，只是拿

孩子出气、完全不尊重

孩子，打得毫不心疼；

故意遗弃；经常发生的

事件

吸毒/酗酒/赌博

没有吸毒/滥用酒类饮

品/赌博；监护人吸毒/

酗酒/赌博没有影响其

对未成年人的教养

吸毒/酗酒、赌博影响监

护人的育儿能力；与现

有的监护侵害问题有关

经常大量吸毒/酗酒/

赌博，对未成年人造成

长期的危险；阻碍相关

未成年人保护服务计

划的实行

监护人身体、智力或

情绪方面的能力

没有智力/身体的障

碍；对未成年人的期望

合理；可以完全控制精

神状态

可能有身体残疾/情绪

障碍；中度智力局限；

有精神病记录；推理能

力差；需要外来支持才

能保护未成年人

严重残疾；对现实的感

知欠佳；对未成年人的

行为有不切实际的期

望或认知；有严重的智

力局限

监护人的合作程度

愿意和有能力与有关

机构合作解决问题和

保护未成年人

过分顺从调查人员；家

中有非侵犯者的成人在

场/具备能力，可确保与

有关机构维持最低限度

的合作

不认为有问题存在；拒

绝合作；缺乏兴趣或采

取逃避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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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1 （续）

监护人教养未成年人的

技巧及/或知识

监护人认识教养未成年

人的技巧或责任，有适

当运用有关技巧和履行

责任

表现前后不一，未能确

定是否具备为未成年人

提供最低程度照顾所需

的教养技巧及/或知识

监护人不愿意/无法运

用所需的教养技巧，以

及/或缺乏为未成年人

提供最低程度照顾所需

的知识

家中有可取代父或母的

成员

家中有可取代父或母的

成员，且能稳定发挥支

持作用

家中有可取代父或母的

成员并非经常在家及/

或只承担照顾未成年人

的最低责任

可取代父或母的成员与

有关家庭同住，而且是

怀疑施虐者

家庭支持系统的能力
家人、邻居或朋友承诺

会给予帮助

家人会给予支持但却居

于远处；朋友和邻居能

够提供部分支持；得到

有限度的社区服务

亲友不会提供支持，或

制造破坏；地理位置偏

僻，得不到社区服务

压力/危机

稳定的家庭、职业或收

入；有交通工具；与亲

属关系密切

怀孕或刚有婴儿出世；

收入及/或食物不足；家

庭管理技巧/知识不足；

与亲属的关系紧张

新近丧偶；婚姻状况或

关系最近发生变化；严

重精神病发作；虐待配

偶/婚姻冲突；依赖药物

/酗酒；混乱的生活方

式；曾参与犯罪活动，

多次被捕

亲子关系

良好或一般。未成年人

信任监护人，对其保有

一定的依恋性，愿意继

续与监护人一起生活

较差。未成年人不太信

任监护人，与监护人的

亲密度较低，不太愿意

继续与监护人一起生活

非常差。未成年人非常

不信任监护人，与监护

人缺乏亲密关系，完全

拒绝继续与监护人一起

生活

注1：有“极危”栏中罗列的六项中的一项或多项情况的，或在表格“1-4”行规定的情况中存有一种或多种“高危”

状况并严重威胁未成年人生命安全的其他事件的，应将案件列为“极危”案件，并依照《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

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向法院提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诉讼；

注2：表格“5-11”行规定的情况，作为评估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育儿意愿和能力、未成年人需求、未成年人是否

适合继续由监护人监护等问题的参考依据；

注3：对监护侵害未及撤销监护资格程度的，可建议不提出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诉讼，并就如何监督和支持监护人妥

善监护未成年人提出相应的干预建议。

注4：本表格摘自《深圳市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工作指引（试行）》（深民﹝202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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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附 录 G

（资料性）

医疗康复援助资源

表 G.1 给出了与困境儿童相关的医疗康复援助资源及其联系方式。

表 G.1 医疗康复援助资源及其联系方式

主办方 资源名称 救助对象 咨询电话

中华慈善总会 善济病困项目
申请人有明确的生活保障类需求，本人或者家属因重

大疾病致使家庭生活困难。
010-66083260

中华慈善基金会
“苦尽肝来”终末期肝病

患儿医疗救助

——0-18 岁，患有先天胆道结构异常，如先天性胆道

闭锁症，需要肝移植的患儿；

——0-18 岁，患有暴发性肝炎及各类肝肿瘤需要肝移

植的患儿；

——0-18 岁，患有先天代谢障碍性肝病，如肝豆状核

变性（Wilson 氏病）、糖原累积症、高氨血症、抗胰

蛋白酶缺乏症、家族性非溶血性黄疸及酪氨酸血症等

需要肝移植的患儿。

400-696-9952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

基金会
9958 儿童紧急救助项目 患重大疾病的贫困儿童（0-16 岁）。 400 0069 958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

基金会
西部儿童救助基金 贫困家庭患有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 010-62278900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

会
爱的分贝 具有中国国籍的听障儿童及青少年。 010-85776577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罕见病医疗工程 罕见病群体。 010-58138033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919 大病救助工程

18 岁以下血液类疾病患者；通过 919 大病救助工程在

腾讯乐捐平台筹款患者；筹款项目结束后未达到筹款

目标的患者。

4009-010-919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小天使基金 0-14 周岁患有白血病的中国籍贫困家庭儿童。 010-85594883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天使阳光基金
0-14 周岁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且需要手术治疗的中国

籍贫困家庭儿童。
010-85594999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东方天使基金

14 周岁以下（包含 14周岁）患有重型再生障碍性贫

血并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或联合免疫抑制剂治

疗、家庭经济贫困的儿童。

010-85594883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合生元母婴救助基金 家庭贫困身患重症的 0岁至 14岁的儿童。 010-85594883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天使明心基金

通过相关医学诊断，年龄 16 周岁以下，患有先天性

心脏病及心脏瓣膜病，需要手术治疗且家庭经济贫困

的患者。

010-85594999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孙立忠心血管健康公益基

金

——贫困家庭的与心血管相关的罕见病患者。

——贫困家庭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
010-85594999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 患有先心病、唇腭裂、肛门闭锁、脑瘫等疾病的患儿。010-6405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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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1 （续）

主办方 资源名称 救助对象 咨询电话

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

基金会
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

——临床诊断患有下列 6 类先天性结构畸形疾

病：神经系统先天性畸形、消化系统先天性畸形、

泌尿系统及生殖器官先天性畸形、肌肉骨骼系统

先天性畸形、呼吸系统先天性畸形、五官严重先

天性结构畸形；

——年龄 18周岁以下（含）；

——家庭经济困难，能够提供低保证、低收入证、

建档立卡贫困户证明或村（居）委会等开具的贫

困证明；

——在项目定点医疗机构接受诊断、手术、治疗

和康复；

——医疗费用自付部分超过 3000 元（含）。

010-64829883

爱佑慈善基金会 “爱佑童心”基金

18 周岁（不含）以下（具体根据与合作医院的协

议约定）的困难家庭：经当地政府认证的困难家

庭（城镇地区为当地低保家庭、农村地区为人均

年收入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家庭）。

010-50948839

爱佑慈善基金会 “爱佑天使”基金

——18 周岁（不含）以下（具体根据与合作医院

的协议约定），在该项目定点医院治疗的患儿；

——孤儿或经当地政府认证为困难家庭：城镇居

民家庭为当地低收入职工家庭、当地低保家庭或

当地低保边缘户家庭，农村居民家庭为人均年收

入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家庭。

010-50948839

爱佑慈善基金会 “爱佑晨星”基金

在项目定点医院治疗，且病种符合血液病及实体

肿瘤、早产儿、先天性脑积水、脊膜膨出、先天

性食管闭锁、先天性食管狭窄、先天性巨结肠、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先天性小肠闭锁、肛门闭锁、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胎粪性腹膜炎、先天性髋关

节脱位、先天性马蹄内翻足、先天性膈疝、腹裂、

脐膨出等的家庭患儿。

010-50948839

搜狐焦点公益基金 搜狐焦点公益基金 0-18 岁罹患先天性心脏病的贫困及孤残儿童。 010-62728958

广东省亮睛工程慈善基

金会
小儿白内障光明行 家庭贫困的儿童白内障患者（含港澳台）。 0755-33609300

深圳市慈善会 深圳大病儿童救助基金 0-18 岁，且自费金额≥5000 元。 0755-82485375

深圳市慈善会、深圳市

中小企业家联谊会
晴娃娃慈善基金 0-18 岁可治愈的血液肿瘤科患儿。 0755-82485375

深圳市妇女联合会 妇女儿童救助基金

——单亲困难母亲、下岗失业女工及因特殊困难

陷入困境的家庭；

——家庭暴力中的受害妇女；

——生活困难或患有重大疾病及其它特殊困难需

要紧急救助的妇女或儿童。

0755-8314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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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1 （续）

主办方 资源名称 救助对象 咨询电话

共青团深圳市委员会 深圳市青少年帮困助弱基金 7-35 岁的青少年。 0755-82104934

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

金会

“健乐关爱计划”血液肿瘤贫

困患儿援助
18周岁以下血液肿瘤贫困家庭患儿 0755-83519018

深圳市红十字会 “救心工程”：阳光天使基金 0-14 岁符合先心手术的患儿 0755-25601682

深圳市红十字会 燃料卡工程 地中海贫血患儿 0755-25601682

深圳市慈缘慈善基金会
“紧急救助”其他病症救助项

目
贫困家庭或特殊困难家庭的 0-18 岁患病儿童 400-606-0408

深圳潮青会 “心莲心”专项救助项目

14 周岁（含 14 周岁）以下具有中国国籍的贫困

家庭的，未手术能够一次性治愈的患有房间隔缺

损、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肺动脉狭窄四

种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和少数可治愈的复杂性先

心病儿童（需县级以上医院确诊）

0755-83008061

深圳市崇上慈善基金会
守护早产天使项目、脱“贫”

重生计划、瓷娃娃救助计划

——地中海贫血、白血病、早产儿、罕见骨病等

大病儿童；

——贫困学生；

——残障群体等

0755-23739052

中兴通讯公益基金会 罕见病救助项目
在深圳市儿童医院救治的难治性肾病综合征和原

发性免疫缺陷病孤贫患儿
0755-83008204

注：本表格由起草人根据网络资料整理，项目最新内容以主办方官方网站发布的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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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

教育援助资源

表 H.1 给出了与困境儿童相关的教育援助资源及其联系方式。

表 H.1 教育援助资源及其联系方式

项目名称 资助对象 资助内容 咨询电话

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春蕾

计划”求学圆梦行动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阶段女学生。

重点资助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女童

（资助对象的家庭收入应低于当地

家庭平均收入，且其家庭困难情况由

所在学校或当地政府部门、妇联组织

等予以核实）

小学阶段：1200 元/人

初中阶段：1800 元/人

高中阶段：4000 元/人

大学阶段：6000 元/人

向当地妇联咨询

深圳市总工会“圆梦计划”

学历教育

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其子女应在高等

教育、高中（含中等职业教育）阶段

就学

资助符合条件的人士参加指定

学校的本科或大专学历教

受助人承担 2000 元学费，其余

学费由资助方承担

0755-82402789

0755-82407768

深圳市慈善会“雏鹰展翅”

计划

经深圳市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家庭、

低保边缘家庭和特困供养人员，通过

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就读国内全日制

大专以上院校的学生（包括五专生、

大专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

学费：第一学年度新生学费资

助标准，在限额内按 100%的比

例全额给予资助（“五专生”

须从第四年开始申请，申请当

年按第一学年度新生标准资

助）；第二学年及以后学年度

学生学费资助标准，在限额内

按 50%的比例给予资助。2022

年度，学费资助标准最高限额 2

万元/人/学年。

生活费：按 3000 元/人/学年度

的标准，实行定额资助

0755-25832404

深圳市幸福慈善基金会“幸

福在身边”助学项目

因家庭变故、意外等原因导致家庭经

济困难、可能会影响学业的非深户籍

儿童

通过合作机构为受助人提供每

年最高 4000 元的资助
0755-88265678

注：本表格由起草人根据网络资料整理，项目最新内容以主办方官方网站发布的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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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资料性）

法律援助资源

I.1 法律援助机构

深圳市司法行政部门在各区设有法律援助机构，符合条件的人士（主要为经济困难人士）可申请法

律援助服务。表 I.1 给出了各个法律援助机构的联系方式。

表 I.1 深圳市法律援助机构及其联系方式

法律援助机构名称 地址 咨询电话

深圳市法律援助处 福田区景田路 72 号天平大厦一楼 0755-12348

福田区法律援助处 福田区北环大道 7008 号通业大厦北座一楼 0755-83340148

罗湖区法律援助处 罗湖区沿河北路 2013 号区委统建楼 1幢 2楼 0755-25541449

南山区法律援助处 南山区南新路 3038 号大院法律援助处 0755-26411958

盐田区法律援助处 盐田区海山街道海景二路 1018 号精茂城一楼 0755-25350148

宝安区法律援助处 宝安区前进一路 86 号深信泰丰大厦 1楼 0755-27786696

龙岗区法律援助处 龙岗区龙城街道吉祥路 676 号 0755-28917148

龙华区法律援助中心 龙华区清泉路 7号富康行政服务办公区一楼 0755-23778294

坪山区法律援助中心 坪山区坪山大道 2007 号创新广场 A座裙楼二楼 0755-85211551

光明区法律服务中心 光明区凤凰街道科裕新村 7栋 1层 16-25 号 0755-23420161

大鹏新区法律援助中心 大鹏新区葵涌街道葵兴东路 10 号 0755-85213237

注：本表格由起草人根据网络资料整理，最新地址和电话以深圳市司法局网站发布的信息为准。

I.2 社区法律顾问

深圳市司法行政部门在各社区设有法律援顾问，向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有需要的人士可访

问广东法律服务网（https://gd.12348.gov.cn）的“法制地图”板块查询各社区法律顾问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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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J

（资料性）

心理援助资源

J.1 深圳市、区心理援助与危机干预热线

表 J.1 给出了深圳市及各区精神卫生中心（大鹏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设的心理援助与危机干

预热线及其服务时间。

表 J.1 深圳市及各区心理援助与危机干预热线及服务时间

服务机构 服务热线 服务时间

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 400-995-995-9 24 小时

福田区精神卫生中心 0755-83422376 24 小时

罗湖区精神卫生中心 0755-82451199 24 小时

盐田区精神卫生中心 0755-25251911 工作日 9:00-12:00，14:00-18:00

南山区精神卫生中心 400-8308-525 24 小时

宝安区精神卫生中心 0755-29916168 24 小时

龙岗区精神卫生中心 180-2547-3714 工作日 8:30-12:00，14:00-17:30

龙华区精神卫生中心 400-9633-885 24 小时

坪山区精神卫生中心 181-2450-6995 24 小时

光明区精神卫生中心 0755-23425044 工作日 9:00-12:00，14:00-17:30

大鹏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755-84205422 工作日 9:00-12:00，14:00-17:30

J.2 深圳市中小学生心理辅导热线

深圳市中小学生心理辅导中心热线（0755-82228597）由深圳市教育局、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设

立，于工作日的 9:00-12:00，14:00-18:00 面向全市中小学生提供心理辅导服务。

J.3 “深心社聆”社会心理服务热线

“深心社聆”社会心理服务热线（0755-82172585）由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在深圳市民政局的指

导下设立，为民政服务对象及特殊困境人群开展心理健康关爱、心理咨询辅导、危机个案介入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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