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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们，真的太感谢你们了，不然我就
没法得到治疗，更没法回到家乡了！” 7 月的
一天，艳阳高照，当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与市
第二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一同乘坐救护车将患有
股骨头疾病的受助人员吴某送到他的户籍所在地
的医院时，吴某强忍着激动的泪水跟工作人员说
道。

市救助管理站是市民政局所属部门中负责救
助、管理流浪乞讨人员的专门机构，为流浪乞讨
人员和遇困群众提供临时性救助。前些时候，吴
某因疾病卧倒街头，经热心市民打 120 急救电
话送至医院接受救治，市救助管理站经过甄别，
认为吴某属于救助对象，但按照相关救治政策，
只能给吴某提供基本医疗，进一步的治疗需要吴
某回到户籍所在地才能进行。针对这样的情况，
市民政局、市救助管理站先后联系县民政局、医
保局、乡镇政府、村委等，督促落实属地管理责
任，协调解决吴某返乡后救治和生活保障等相关
事宜。

受助人员吴某的救助经过，只是市民政局、
市救助管理站日常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的一个缩
影。创城工作开展以来，市民政局通过发挥“四
个机制”作用，对街面流浪乞讨人员进行规范管
理和综合整治，助力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自今年 5 月以来，市救助管理站共出动工
作人员 786 人次；上街巡查 171 次，上街主动
劝导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166 人次；接群众来电
35 次并第一时间采取行动；联合公安、城管行
动 35 次；接回站内救助 42 人；公安、区
（县、市）民政局、社区等其他单位送来 40
人；其中送医治疗 22 人，帮助返乡 25 人，家
属接领 20 人。

发挥领导协调机制作用，加强部门沟通协
作。规范管理流浪乞讨人员，实际工作中涉及各
个相关部门，如公安、城管、卫健、医保、残联
等。为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组织
领导，我市建立了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领
导小组，市民政局充分发挥牵头作用，注重加强
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积极协调公安、城管等
相关部门做好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做
到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共同做好流浪乞讨人员
规范管理。与此同时，市救助管理站充分发挥好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
能，以组织、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重点、难
点问题；积极组织协调各部门开展街面联合治理
行动，督促整治联合执法行动小组方案的执行落
实。

发挥上下联动机制作用，落实属地管理责
任。在实际工作中，要彻底解决流浪乞讨人员的
根本问题，仅靠救助管理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

要通过发挥上下联动机制作用，督促各相关部门
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职责，综合施策，多管
齐下，协调解决受助人员相关问题。如前文提到
的受助人员吴某，就是市民政局、市救助管理站
发挥上下联动机制作用，协调解决受助人员相关
事宜的例子。

发挥源头治理机制作用，解决流浪人员实际
困难。在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治理工作
中，有一部分流浪乞讨人员在返
乡后，因各种实际困难，导
致其反复流出，造成街
面始终有流浪乞讨人
员出现，而且经常
会遇到熟悉的面
孔，这既对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造
成不良影响，同
时也为之付出大
量的人力物力财
力。针对这种情
况，市民政局发挥
源头治理机制作用，
积极协调流浪乞讨人员流
出地相关部门一起分析其反复
流浪原因，找到症结，因人而异，综合施策，从
源头上彻底解决流浪人员实际困难入手，从而有
效遏制反复流浪现象发生。如受助人员秦某，因
疫情原因到广东务工不着，今年六月来到桂林，

由于年纪偏大、文化偏
低很难找到工作，只有
露宿桥底靠拾荒为生。

救助站和社工机构积极
为他联系工作单位、解决

就业问题，最终秦某在一家
饭店找到工作并解决了食宿，不

再流落街头。又如在街头流浪多年的
八旬老人叶某，救助站本着“为民请命、为民解
难”的工作宗旨，多方努力寻亲无果后，积极协
调城区民政，将老人送至养老公寓，流浪多年的
叶某晚年生活终于有了保障，不再反复流浪。

发挥长效管理机制作用，加强街面巡查督
导。注重发挥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领
导小组联席会议的作用，建立了“政府负责、
民政牵头、部门协同、市区联动、社会参与”
的规范管理流浪乞讨人员的工作机制，完善了
市、城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区域协作的
救助管理工作体系和长效机制，进一步明确了
民政、公安、城管等相关成员单位的职责，定
期组织召开会议，适时组织联合行动；同时也
进一步强化了救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
对街面流浪乞讨人员进行规范管理和综合整治
中的协调作用。针对街头露宿、职业乞讨、强

讨恶要等影响公共安全和城市形象的众多问
题，横向主动联合公安、城管、团委、妇
联、残联、卫健、媒体等职能部门，纵向积
极协调区（县、市）、街道（乡镇）、社区
（村委会），双向开展联合整治，加强对街
面的巡查力度，从而有力地对街面流浪乞讨
人员进行规范管理和综合整治，确保了长效
机制作用落到实处，保持街面尽可能地少出
现或不出现流浪乞讨人员，大力营造和谐的
社会环境，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蔡海雁）
（本文图片由桂林市救助管理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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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民政局蒋伟名局长、刘修祥副局长
在街面开展宣传劝导、主动救助工作

开展街面
宣传活动，营造
全社会关爱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的
良好氛围

积极救助带着婴儿在街面乞讨的流
浪妇女阳某，解决孩子户口问题后定期回
访慰问

为助力创城，加
强巡查、劝导力度，工
作人员不论白天黑夜坚
守街面救助一线

引入专业社团，
为救助站内的受助未成
年人开展思想道德教育

9 月 5 日(星期六)20 ： 00 ，桂林市将在市中心
广场举行“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广场文艺
演出活动。组织单位为象山区人民政府，演出节目有
渔鼓、舞蹈、小品等。欢迎广大市民及中外游客前往
观看。

中共桂林市委宣传部
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周末大家乐”

广场文艺演出预告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文/摄）记者从市
自来水公司获悉，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花江校区
(以下简称“花江校区”)于日前顺利完成市政
供水的各项调试工作，顺利通水，结束了长达
15 年的自备地下水供应模式。该大学开学
后，师生们就可以喝上安全优质的自来水了。

花江校区于 2005 年正式启用，但由于一
直未通自来水，学校只能通过抽取地下水并自
行净化后再供应给师生使用。虽然经过校方处
理的地下水符合国家标准，但水质硬度偏高；
每到降水量较少的秋冬季节，地下水水量减
少，学校在抽取地下水时还会增加额外开支。
据了解，我市自来水的水质完全符合国家标
准，部分指标要优于国家标准，比校方自行抽
取的地下水更安全。因此，喝上自来水就成为
广大师生的共同期盼。

为了解决花江校区市政供水问题，更好地
支持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发展， 2017 年，我市
决定实施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花江校区供水工程
项目。该项目建设范围西起芳香东路与东二环
路交叉口处，向东沿芳香东路、灵朝公路敷
设，终点至花江校区大门口。项目建设内容包
括新建两座加压泵站，规模均为 2 万吨/日，
一座高位水池，以及敷设 DN300-DN800 管
道共计约 16 .6 千米。

项目于 2018 年 12 月开工后，一些原因

导致进展缓慢，至今年 5 月，土建工程完
成了基础、结构等 80% 工程量；供水管道
穿越高速公路段的建设方案尚未获得批复；
外电源工程未进场开工。为了推进项目建
设， 5 月 27 日，该项目业主正式变更为市
自来水公司。

市自来水公司总工办主任秦娱介绍，为

了确保项目尽快完工，在市城管委的支持
下，公司重新成立了项目建设指挥部。指挥
部全体人员努力克服工程时间紧、任务重、
难度大的困难，一边申请项目资金解决部分
工程款，一边根据工程进展进行紧张部署，
多次组织施工单位召开动员会、协调会、推
进会，解决具体困难，落实具体方案。经过

全体人员持续两个月夜以继日的奋战，终于
将管道全线贯通、设备安装到位、外电接入
泵站、水表安装到位。 8 月 31 日，项目正
式通水，不仅可以满足花江校区 3 万多名
师生的用水需要，还可以让管网沿线 10 多
万居民受益。

一般建设一个加压泵站即可满足周边居
民供水需求，为什么花江校区供水工程项目
要设置两座加压泵站呢？

秦娱介绍，从项目起点芳香东路与东二
环路交叉口处，到项目最高点的高位水池，
高程相差 100 多米，如果只设一个加压泵
站，很难将水压至最高点，因此，必须建设
第二个加压泵站，才能将水提升到最高点，
并把自来水顺利送抵花江校区。目前，两座
加压泵站还在开展后期施工和安装自动化设
备，在项目全部完工后，两座泵站均成为无
人值守的自动化泵站。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张文涛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在过去，我校花江校区师生
一直使用地下水，水质安全问题备受大家关
注，也是学校多年来力争解决的重大民生问
题。在自治区和桂林市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现在花江校区终于开通自来水了， 3
万多名师生喝上安全优质的市政自来水的愿
望终于实现了。”

桂林电科大花江校区顺利接通自来水
结束了长达 15 年的自备地下水供应模式，管网沿线 10 多万居民也能因此受益

本报讯(记者张苑)“师傅，您好，等候红灯的时候不能越过
停止线，请您把车停在停止线后……”9 月 3 日上午，在三里店
广场，十多名头戴小红帽、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分别站在各方向
的斑马线处，耐心对市民进行交通文明劝导。这些志愿者是来自
我市多所驾校的新学员。从当天开始，市交警支队联合全市 23
所驾校，统一开展志愿者文明交通劝导行动。

记者从市交警支队了解到，自 2014 年 1 月开始，为增强交
通参与者的文明交通安全意识，营造安全通畅文明和谐交通环
境，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就联合市文明办、市交通局运管处，开始
组织实施机动车驾驶员文明交通教育实践活动。根据桂林市出
台的《机动车驾驶学员参与文明交通教育实践活动办法》规定，
每位学习机动车驾驶执照的学员，都要到指定地点进行文明交

通劝导、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并纳入学员培训学时进行管理。
据统计，截至 2020 年 8 月，全市共有 50 余万驾考学员参加
了路面交通义务劝导活动。

此次，为配合我市新一轮创城行动，在市交警支队的组
织下，我市 23 所驾校积极参与，全市于 9 月 3 日正式启动
“文明交通我参与”驾校新学员志愿者劝导再出发活动。据介
绍，与以往相比，此次行动参与的人数更多、管理更加规范，例
如，每个驾校由校长担任志愿者队伍的负责人；志愿者执勤的
点位和时长也有所增加；为了更好地落实责任制度，每个点位
还增设了“点长”，等等。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让驾驶学员能转变角色，在
拿到驾驶证之前，在路面上亲身体验，更加理解交通安全的

重要性，提升新驾驶人的文明交通意识、遵法守法意识、安
全行车意识，促使他们养成良好的文明驾驶习惯，并受用终
身。”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说。

我市 23 所驾校“准司机”轮流上岗

劝导文明交通齐行动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唐妮）“真的太谢谢你们
了，多亏你们的及时帮助。” 9 月 2 日晚，秀峰公安分
局百梓派出所接连接到群众的感谢，感谢民警热心帮助他
们的家人及时回家。

“民警同志，我妹妹不见了，她可能没法跟其他人沟
通。” 9 月 2 日傍晚 7 点多，百梓派出所接到市民王先
生的求助，称一小时前其表妹在中山中路南方大厦附近走
失，由于表妹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没法与人沟通，王先
生与家人寻找了一个多小时没有找到，很是焦急，请求派
出所帮助寻找。

值班民警接到求助后，立即安排人员进行寻找。根据
王先生提供的相貌特征和衣着打扮等线索，派出所民警以
视频为主导，一边进行视频追踪，一边沿大街小巷进行查
寻。经过近 1 个小时的寻找，终于在一菜市附近的巷子内
找到了走失人员。

刚将走失人员安全交接给家属， 8 点多，又有群众
报警称：在丽泽桥头一名男性老人倒在地上，找不到其家
人和住址。

值班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发现一名瘦小的老人坐在路
边，手上有擦伤。老人自称早上独自从家中出来，可是一
直都找不到回九岗岭家中的路了。因老人无法说清自己的
身份、家庭情况和具体地址，民警开车带领老人到九岗岭
一带寻找，可老人依旧无法找到居住地，附近的居民也不
认识这个老人。民警只好将老人接到派出所，安抚情绪。
通过信息查询，终于知道老人姓蒋， 89 岁，全州县人。
民警辗转找到了老人女儿的电话，联系到家属将他接回。
据了解，老人跟随家人在桂林居住，一早出门，直到中午
还没有回家，家人一直在附近寻找都没有老人下落。家里
非常焦急，正当绝望的时候，终于有了老人的消息。

民警提醒，为了防止老人或是孩子独自外出走失，家
人应在其衣服口袋或身上留一信息条，上面写明对应身份
及联系方式，以便他人能帮助及时找回。

两小时内，

热心民警帮两名

走失群众与家人团聚

▲驾校“准司机”身穿统一服装上岗进行交通文明劝
导。 记者张苑 通讯员覃克 摄

在花
江校区供水
工程第一加
压泵站，工
作人员正在
检测水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