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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NEWS

叶落归根
等了数十年的归途

对流浪的老人来说，这把

“钥匙”是团圆。每送一位在外漂

泊的老人回到家乡，广州市尚丙

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

员都感到很欣慰。

“对不愿进入救助站受助的

‘街友’而言，我们日常‘刷脸’既

能了解他们的近况，也能混个脸

熟。”刘鹏是广州市尚丙辉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副总干事，冷了送

棉衣、热了送凉茶，冬至包饺子、

端午送粽子……他和同事们在

外时，总会带些什么。“至少要让

他们知道，遇到困难可以找人帮

助。”他说。

相识之初，有的“街友”轻轻

摇头，拒绝工作人员的帮助；有

的“街友”滔滔不绝，讲出多种版

本的人生故事。日复一日，社工

和志愿者甚至成了“街友”的棋

友、牌搭子，还会送他们就医。

“有了陪伴，才能拉近距离。”刘

鹏说，在长年累月的陪伴下，“街

友”们逐渐敞开心扉，讲出真名、

家乡。很多老年“街友”没有手

机，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不知

道家乡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我们也会帮他们找出家

乡的照片、查询当地的社会保障

政策。”他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数十年

前，年轻的他们因不同的缘由离

开家门。而当他们老去，“没面

子”“担心给家人添麻烦”，成了

他们宁愿在外漂泊也不回家的

共同理由。每当刘鹏和同事循着

线索找到他们的亲友，总能感受

到一份来自远方的期盼。去年的

一场团聚，让刘鹏至今记忆犹

新———从甘肃赶来的外甥女代

表全家，来到广州市救助管理站

市区分站（以下简称“市区分

站”），接离家 30多年的舅舅许
文（化名）回家。“一家人找了很

多地方，也曾被骗过钱。直到市

区分站联系到家乡的救助站，我

们才真的相信‘找到了’。”许文

的家人说。

职业培训
找到合心意的工作

对青年和中年流浪者来说，

这把“钥匙”是工作。如何帮助相

对年轻的流浪者提升职业技能、

找到工作、定下心来，成了社工

们关心的大事。

袁娟娟是广州市鼎和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服务总监，从 2015
年起专注于流浪乞讨人员社会

工作介入服务。面对 20多岁到
40多岁的服务对象，她和同事都
会主动询问对方的就业意愿。袁

娟娟说，找到方式方法，他们是

愿意且能够振作起来的。

见证 40 多岁的李明（化
名）考取保安员证、顺利入职，

袁娟娟十分欣慰。在市区分站，

李明通过站内的就业辅导，了

解找工作的方式、不同岗位的

薪酬等信息，同时上网课、做

题，去年顺利通过考试并拿到

保安员证。袁娟娟和同事还为

他准备了适合面试的衣服、陪

同他去面试。“现在，他时常还

会发来一些工作照，让我们放

心。”袁娟娟说。

“掌握一技之长、打开他们

的心结，才能帮助他们长久地就

业，更好地保障他们的权益。”袁

娟娟说。2023年，鼎和社工团队
联系了一所职校，为流浪人员提

供职业技能培训，在 4个月里有
12名服务对象拿到了健康证、保
安员证及其他相关技能证书。为

了做好就业衔接工作，社工团队

还会协助他们办好手机卡、银行

卡，当他们遇到难事时依然可以

找社工寻求帮助。

还有的受助者成了袁娟娟

的“助手”。2020年，袁娟娟在市
区分站认识了 40 多岁的牛力
（化名）。“他的家人很愿意接他

回去，但他觉得难为情。”袁娟娟

记得，虽然牛力躲开了来到广州

的家人，但或许因为感受到家人

的牵挂，他有了工作的热情。如

今，牛力已在广州做了 3年多的
清洁工，用自己的工资买了一部

手机，时常和袁娟娟同步自己的

近况。“每当他发现了需要帮助

的流浪者，谁想办身份证、谁想

要找工作，他都会主动发微信告

诉我。”她说。

乡音识别
接力 14年的寻亲

如果受助者由于种种原因，

难以明确表达自己的经历和需

求，找到“钥匙”则需要更漫长、

更细致的服务。

5月底，壮族姑娘石小凡（化
名）的母亲第一次离开云南广南

的大山，带上新衣服，只为来广

州接女儿回家。一同前来的，还

有十多名家属。

2010年，年近 20岁的石小
凡孤身一人离家，屡屡受挫的她

状态越来越差，最后流落街头。

同年 9月，广州的热心市民发现
了行为异常的石小凡，便将她护

送到市区分站。生物信息比对不

成功，周边居民也不了解石小凡

的来历。由于无法核实她的身份

信息，市区分站便按照规定将她

妥善安置下来。

十多年来，工作人员待她

像自家妹妹一样，但也从不曾

放弃为她寻找亲人。偶尔，她会

说出一些词语，听不懂的工作

人员还联系了高校小语种专业

的学生和她交流，但未能获得

有效信息。

如何通过声音找到家的线

索？近年来，市区分站着力推动

社会力量参与专业寻亲，发动志

愿者团体、社工机构、公益机构

等 20多家社会组织组建救助寻
亲公益联盟。今年，通过第十一

届广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

动，擅长乡音识别的蜗牛公益互

助会来到市区分站，接触到了石

小凡。

“乡音是不会改变的。”该会

的志愿者朱平攸介绍，蜗牛公益

互助会从 2015年开始做寻亲工
作，至今已和全国 1462 家公益
机构搭建起合作网络，还建立寻

亲“智囊团”，有近百名来自全国

各地经验丰富的志愿者。“遇到

听不准的，我们就会把语音放到

群里，大家一起来分析，锁定大

致地域范围再将音视频投放至

相关地区。”朱平攸说。

采录语音、综合研判、投放

都需要技巧。每次，朱平攸都会

买一些香蕉，坐到受助者的身边

拉家常、找线索。为什么是香蕉？

“软糯，没牙的人也吃得动，我们

慢慢建立信任。”朱平攸还有一

套“识读卡片”，上面画着农作

物、农具、昆虫等。“在农村，很多

东西大家只知道怎么用方言讲，

用普通话却讲不出来。”如果不

认识这些物件，他还会拿出 1 元
到 100 元的纸币来，“怎么念这
些面额，也能听得出乡音。”

记录下石小凡的语音后，有

志愿者反馈她的口音可能是云

贵地区少数民族的方言。顺着乡

音的线索，大家终于找到了石小

凡的家。

汇聚合力
撬动野n+n>2n冶的杠杆

找到打开流浪乞讨人员心

门的钥匙，需要全社会的合力。

2020年，广州市民政局出台
实施《关于促进社会力量规范参

与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服务的实施意见》，明确政府

救助为主，统筹社会资源和力

量，实现政府救助与社会力量参

与有序衔接，优势互补。

2020年 8月，广州建立起社
会力量参与救助服务联动机制

（以下简称“联动机制”），提供物

资、链接就业、开展研究、一线服

务……60 多家机构专注于不同
的领域，彼此配合。刘鹏同时还

是联动机制项目主任，他说：“大

家合力做救助，尽自己所能提供

一切帮助。”

“有了‘联动机制’，我们不

再是单打独斗，发挥出‘n+n>2n’
的效果。”何国良是广州市白云

恒福社会工作服务社金沙街社

工服务站的主任助理，在他看

来，每一个机构的背后有“n”股
力量———在专精领域的多年积

淀、与多地建立起的联系网络

等，而联动机制将不同的“n”凝
聚起来，成员机构都能通过这一

支点，撬动更多力量，面对复杂

的跨境个案时做到有章可循、提

高救助效率。

帮助受助者回归社会是救

助工作的最终目的。广州市民政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广

州市还将成立流浪救助社会工

作服务专业委员会，更好凝聚社

工机构、慈善组织、高校、志愿者

等社会力量，用更专业的方式推

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进来。

渊据叶羊城晚报曳冤

广东广州院
凝聚社会合力 为流浪者找到打开心门的钥匙

作为最困难、最特殊、最边缘的群体，流浪乞讨人员需要什么？如何为他们提供更妥帖的保障？无论酷暑还是寒冬，由民政、公安、城管等部门联合

组成的救助小分队都会在街面巡查，询问流浪乞讨人员有哪些需求。他们有的愿意进救助站受助，还有的已经习惯了“隐者”般的生活。“寻亲

团圆”“找到工作”“解开心结”……几个字的需求背后，却可能需要花费数年，才能从他们尘封已久的人生故事里找出线索。

2020年 8月，广东省广州市建立起社会力量参与救助服务联动机制，至今已有 60多家社工机构、爱心企业、志愿者团队等参与进来。他们全年无休地

走在街面，和“新面孔”套起近乎，和“老面孔”嘘寒问暖，汇聚起“n+n>2n”的力量，只为帮助每一位“隐者”找到打开心门的钥匙，提起面对生活的精气神。

冶

2020年 8月袁 广州建立起社会力量参与救助服务联动机制袁至
今已有 60多家社工机构尧爱心企业尧志愿者团队等参与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