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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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北省民政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HUBS/TC05）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荆州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荆州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中心）、湖北省标准化与质

量研究院、荆州市四叶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长江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云中、徐前权、邹丹、张璐颖、杨琪、陈欢、卢文博、熊唯、孙巍、邓希妍、

朱玉龙、朱雪芹、何剑、胡昊天、吴洋、黄正云、姚佳。 

本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可咨询湖北省民政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联系电话：027-88226002，

邮箱：hbsbyfws@126.com；对本文件的有关修改意见、建议请反馈至荆州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荆州市

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中心），联系电话：0716-8216858。 

 

  

mailto:hbsbyfws@126.com




DB42/T 2000—2023 

1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湖北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的服务原则、基本要求、服务内容及质量要求、服务评价

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乡镇（街道）设立的，为未成年人提供关爱保护的专门场所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workstations for protecting children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设立的，向未成年人提供关爱保护服务的场所。 

注： 以下简称未保站。 

 

儿童督导员  child supervisors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儿童关爱服务及督导村（居）儿童主任工作的人员。 

 

儿童主任  barefoot social workers 

村(居)民委员会负责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人员。 

 

留守儿童  children left behind in rural areas by migrant parents 

因父母双方连续外出务工三个月以上或一方连续外出务工三个月以上，另一方无监护能力，无法与

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困境儿童  vulnerable children 

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未成年人，因自身残疾导致康复、照料、护理和社会融

入等困难的未成年人，以及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遭受虐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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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服务原则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在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时，优先考虑未成年人的各项合法权益和需求，综合权衡各方面因素，选

择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方案，采取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措施，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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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参与原则 

在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未保站枢纽作用，整合、联动多方资源，共同守护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 

因地制宜原则 

结合本地区地理、交通、服务半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分类施策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5 基本要求 

工作场所 

5.1.1 未保站应按照附录 A 的要求设置统一标识，选址宜充分考虑交通便捷、环境安全等因素，办公

场所不宜少于 10 m
2
，室内室外活动场所不宜少于 50 m

2
。 

5.1.2 工作场所宜依托现有的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镇（街）儿童服务中心、辖区内学

校、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等资源合理设置。 

5.1.3 未保站宜设置在建筑物一层，如设在多层或高层建筑二楼及以上，站内窗户等设施应安装防护

设施。 

5.1.4 乡镇（街道）应提供固定场所用于开展未成年人保护事务性工作，应提供 1 间及以上的办公室

用于日常办理未成年人相关事务。 

5.1.5 未保站可设置提供未成年人服务的多种功能区，包括但不限于文化娱乐、体育运动、心理疏导、

课业辅导、未成年人临时庇护等功能区。 

工作人员 

5.2.1 应根据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人数，按照 1:2500的比例合理设置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人员

数量。 

5.2.2 未保站应设站长 1名，可由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兼任或其他专兼职人员兼任。 

5.2.3 儿童督导员和受委托的专业社会服务机构应在本区域内招募和培育本土志愿者。 

5.2.4 未保站应配备至少 1 名日常工作人员，可由乡镇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人员兼任或受委托的

专业社会服务机构人员兼任。 

5.2.5 未保站应指导村（居）民委员会配备专（兼）职儿童主任，组织儿童主任培训，督导其日常工

作。 

5.2.6 未保站可邀请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律师等专业人士协助开展日常工作。 

5.2.7 未保站应引导辖区内表现积极的返乡大学生、退休教师等志愿者和相关专业人员成为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骨干，参与辖区内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运营管理 

5.3.1 未保站应建立合理的组织架构和内部分工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人员管理、财务管理、档案管理、

物资管理等制度。 

5.3.2 未保站应建立规范的服务流程，包括接待、受理、跟进、回访等流程。 

5.3.3 未保站应制定年度工作计划，结合各辖区实际情况，指导村（居）完成工作计划的制定。 

安全管理 

5.4.1 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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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1 应制定防噎食、防走失、防烫伤、防跌倒、防触电、防地震、防食品药品误食、防公共突发

事件、火灾、突发疫情、汛情等事件的应急预案，以上情形每年演练应不少于 1次。 

5.4.1.2 应制定突发事件报告制度。按照突发事件报告的相关规定逐级报告。 

5.4.1.3 未保站工作人员应签订安全责任书，逐级落实安全责任，责任到人。 

5.4.2 安全教育 

5.4.2.1 应制定安全教育年度培训计划。 

5.4.2.2 未保站工作人员应接受安全知识培训，熟悉安全知识。 

5.4.2.3 相关第三方、志愿者和从事维修、保养、装修等短期工作人员应接受未保站关于用电、禁烟、

火种使用、门禁使用、尖锐物品管理等安全教育。 

6 服务内容及要求 

日常服务 

未保站的日常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a) 法律政策宣传服务。提供《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刑法》《反家庭暴力法》《家庭教

育促进法》《义务教育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和政策宣传； 

b) 思想道德建设。整合德育资源，向未成年人提供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

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和民主法制教育； 

c) 服务档案建立。按照 “一人一档”的要求建立未成年人服务档案，重点关注留守儿童、困境

儿童、孤儿以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对象； 

d) 政策咨询服务。接待未成年人保护和儿童福利相关的政策咨询，协助申请和办理各类未成年人

救助和福利事项，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落实政策保障； 

e) 重点个案跟进走访。对辖区内发现报告的高风险、疑似受伤害或受监护侵害的未成年人提供跟

进走访、评估、权益维护、临时庇护等服务； 

f) 信息录入。动态更新、及时录入辖区未成年人的信息数据； 

g) 教育服务。组织开展未成年人安全教育、家庭教育、性教育、中华民族传统主题教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教育活动； 

h) 文体娱乐服务。组织开展未成年人学习类、音乐类、手工类、生活技能类等文体娱乐活动。 

家庭监护支持和干预服务 

未保站应为监护能力不足和监护失当的家庭提供监护支持和干预服务，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监护支持服务。评估家庭监护能力，对监护能力不足的家庭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育儿指导； 

b) 亲子教育和亲职教育服务。帮助未成年人父母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规范教育行为； 

c) 紧急干预服务。对拒不履行监护职责或监护失当造成未成年人受伤害的情形，及时制止、庇护，

并向公安、妇联等有关部门报告、协助处置等。 

探访服务 

未保站工作人员应通过定期上门入户、电话视频等方式，了解掌握未成年人生活情况。重点走访人

群及频次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每月上门探访不少于 2次；  

b) 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每季度上门探访不少于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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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因监护人服刑、吸毒、重病、遗弃、经常性忽视、家庭暴力等原因导致监护情况较差、失学辍

学、无户籍以及多重困境等重点对象，每月上门探访不少于 2次； 

d) 遭遇重大变故的未成年人，在重大变故发生后应在 24 h内上门探访。 

受突发事件造成监护缺失的未成年人救助服务 

未保站对监护缺失的未成年人应按以下要求提供紧急救助服务： 

a) 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下，指导辖区村（居）对未成年人监护情况全面摸底，

及时核实情况； 

b) 对村（居）、辖区居民及摸排的监护缺失未成年人信息统一报送至上级民政部门，建立台账，

动态监测； 

c) 为出现特定紧急情况的未成年人提供临时庇护和基本生活照料服务； 

d) 对监护缺失的未成年人提供心理疏导和情绪支持服务，并链接政府和社会资源提供有效监护

或帮扶； 

e) 为监护缺失适龄未成年人联系学校或相关教育部门，提供就学保障的指导和服务； 

f) 对因突发事件造成与监护人失散的未成年人，及时向公安部门通报进行寻亲。 

危机个案的处置服务 

对实际工作中遇到高风险、受伤害的未成年人，未保站应按以下要求提供危机干预和紧急处置服务： 

a） 若未成年人处于危机状态，应将未成年人及时带离现场并提供临时庇护服务； 

b） 应及时向上级民政部门、公安部门报告个案执行情况； 

c） 应对未成年人提供临时照料和评估工作； 

d） 委托专业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律师等专业人士为有危害风险的未成年人提供服务； 

e） 协助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社会工作者等开展个案跟进、回访工作。 

个案转介服务 

未保站应按以下要求提供个案转介服务： 

a) 宜搭建与青年联合会、社工服务站等服务阵地的沟通平台，主动联系社会组织或机构加入沟通

平台，与合适的机构确立意向合作关系，建立个案评估及转介关系； 

b) 应全程参与转介工作，保持与服务对象以及所转介机构的联系，跟进服务进展，签署保密协议。 

7 服务评价与改进 

应建立全面有效的服务评价管理制度，自觉接受服务对象、有关职能部门和社会的监督，定期开

展服务质量满意度测评。 

应依据服务评价结果，制定整改措施，持续改进服务质量，保存持续改进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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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标识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标识如图A.1所示。 

 

 

图A.1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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