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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沿街巡查的流浪者救助专用车

合肥市救助站昨日联系星报记者共同帮助流浪儿：

坚持每天派2辆车，救助流浪者

连日来，本报《省城流浪儿
童生存现状调查》系列稿件，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昨日，合肥
市救助站开始沿街巡查，逐一
登记流浪儿信息，并将每天派2
辆车，上街救助流浪者。

在外人看来，回家，应该是流浪人最好

的归宿。然而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很多流

浪人员都是主动离开家庭，并且逃避回家。

昨日上午8点，合肥救助站站长成正

忠便拨通了星报记者的手机，希望可以一

起去寻找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上午8点40分，记者一行首先来到了寿

春路桥。据市民反映，这一带经常有流浪儿

童、乞讨人员“出没”。刚一到此，便在马路

边发现了一个流浪人员，救助人员便上前劝

说其回老家，并表示可以提供免费车票。

而让记者很意外的是，这位看似与救助

人员“很熟”的流浪人员，对救助并不“买

账”。丢下一句：“我有钱，也不想回家，回去

也得回来”，便慢悠悠地走入人群……

9点30分，记者与救助人员又赶到金寨路

高架望江路段，在高架桥下，就住着一户“人

家”——个单亲母亲带着一个儿子。

救助人员经过2个多小时的劝导，这

对母子仍然不愿离开这座城市。最后，救

助站经过耐心的工作终于成功将孩子送回

了舒城老家，但孩子的母亲不知去向。

据成正忠介绍，由于救助站无行政执法

能力，不能强制救助，只能任其在此流浪。

“如今，我们救助站每天都会派 2辆

车，上街对街头流浪孩子等人员进行救

助。”成正忠说，救助站对未成年人的救助

属于保护性救助。也就是说，救助站工作

人员在街头见到流浪未成年人后，必须实

施救助，给予他们应有的帮助。

据成正忠介绍，目前救助回来的孩

子，合肥救助站将分几种情况安排。如果

是合肥本地的流浪未成年人，会为他们寻

找父母或亲属，核实情况后，派人将他们

护送回家。“如果他们的家庭生活困难，我

们会为其联系当地民政部门，给予适当生

活帮助。并会帮孩子联系学校，解决他们

的求学问题。”成正忠说。

对于外地的流浪未成年人，合肥救助

站会先核实他们的原籍，然后寻找父母或

亲属，确认情况属实后，派工作人员将孩

子护送回原籍。“如果这些孩子的家庭确

实特殊，在征求了孩子意见，征得监护人

同意后，会将孩子留在流浪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中心上学。”成正忠表示，今后，合肥

救助站救助流浪儿童将采取延伸救助的

方式，采取主动上街救助的方式，从源头

上解决未成年人流浪问题。

救助过的流浪孩子
多在14～18岁

成正忠告诉记者，从合肥市救助站救助

过的流浪儿来看，年龄主要在14周岁到18

周岁之间。一般分为三类，一类是单亲离异

家庭，长期缺少管教的孩子；另一类是父母长

期在外打工，祖辈负责监护，娇生惯养导致离

家出走；还有一类是上网见网友，结果被网友

骗，导致身无分文流落街头。

“我们在街头巡查过程中，极少发现年龄

幼小的流浪孤儿。对于那些卖花的幼童，我

们也曾劝返过，但每次去劝返的时候，都有自

称是孩子家长的成年人从一旁站出来，阻止

我们的劝返。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感到

无可奈何。”

站长有“难言之隐”
三大因素妨碍救助

在采访中，成正忠反复向记者诉苦：“首

先，救助工作是在对方自愿的情况下才能展

开，我们总不能强制将乞讨人员和流浪儿拉

回救助站吧？很多情况下必须公安、城管、民

政等多部门配合才可以进行综合治理。其

次，我们面对的很多是职业乞讨者，他们不愿

意接受救助不愿意回乡，就算一部分人接受

救助愿意回到家乡，相当比例的在一两个月

后还会回来。我们统计过，这个返回率超过

了15%。再就是一些精神失常、痴呆傻的流

浪人员，一方面他们得不到长期的治疗和社

会关心，另一方面，就算我们查到他们的原

籍，家里人也不愿意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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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救助站每天将派2辆车上街救助流浪人员

流浪人员称不愿回老家：“如被遣返，还会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