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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不少流浪人员伴有不同
程度的智力或精神残疾，不能表述自己
的真实身份，无法与亲属取得联系。为
此，市救助管理站针对不同受助人员的
特征，采取多种灵活手段，创新“421”寻
亲工作机制，运用人脸比对和DNA比
对、“互联网+寻亲”等办法，着力解决无
表达能力或表达能力不全救助对象的寻
亲难题。

什么是“421”寻亲工作机制？
记者了解到，4是指“四发布”，对经

快速甄别查询无法查明身份信息的救
助对象，在其入站后规定时限内通过全
国救助寻亲网、今日头条、当地报刊和
微信公众号广泛发布寻亲公告，扩大信
息发布辐射面；2是“两比对”，人脸比对
和DNA比对，联合所在辖区派出所、宁
国公安宣恒工作室和定远公安马义民
工作室，多渠道开展人脸识别比对，提
高人脸比对成功率。联合公安部门做
好身份信息不详救助对象的DNA数据
的采集、比对、反馈工作；1是“一周一问
询”，对记忆力和表达能力时好时坏的

人员，进行一周一问询，确保持续发力，
久久为功。近两年，通过定期问询收集
到有效线索，寻亲成功的共33人，占寻
亲成功总数64.7%。

安徽省首例通过全国救助信息系统
人脸识别寻亲成功案例，就是在我市诞
生。当年，全国救助信息系统新增的人脸
识别查询功能上线不足一周，市救助站便
运用该功能成功地核实了一名身份信息
不详的救助对象的姓名和户籍所在地。

那是2018年11月21日下午，宣州
区水东派出所护送一名中年男子到宣城
市救助站求助。该男子患有精神障碍，思
维混乱，只知道自己名叫王兴江，浙江人，
其他信息不详。护送民警告诉救助站工
作人员，通过查询浙江省所有叫“王兴江”
的人员并未查找到该人的户籍信息。

“全国救助信息系统就是帮助长期
滞留的流浪乞讨人员早日回归家庭搭建
的寻亲平台，救助站直接将站内滞留人
员信息和照片上传至系统，对接了社会
寻人和受助人员的需求，更加快捷精
准。”汪兵介绍，寻亲就是争分夺秒的行

动，该站立刻将救助对象的照片上传至
全国救助信息系统。通过人脸识别查询
模块，短短几秒钟，系统自动检索出6条
面貌相似人员的救助记录。排在第一是
浙江江山籍一名叫王山江（化名）的中年
男子。从照片上辨认正是站在眼前的

“王兴江”。
从“身份不明”到查清所有信息，用

时不到10分钟。而这一运用“黑科技”寻
亲的故事，在我市并非个案。去年7月8
日，一位年约80岁的老人在宣州区寒亭
派出所民警的护送下来到救助站。市救
助站工作人员先为老人泡上一碗热腾腾
的面条，待老人吃好后，耐心与其交谈。
在得知老人自述名叫“陈细芽”后，再无
其他线索。于是工作人员将老人的照片
发至派出所。通过比对，得出几个疑似
陈细芽的身份信息，经过筛选排除，预判
老人是芜湖南陵县弋江镇宋桥村。不出
所料，在与宋桥村取得联系后，老人确认
是当地的五保户。第二天下午，工作人
员将老人交给弋江镇敬老院的工作人员
后，才放下心来。

为爱寻找为爱寻找，，送你回家……送你回家……
——我市扎实开展救助管理工作纪实

有一种温暖，是一群人护航，只为送
你回家；有一种执着，是无论你在哪儿，
都要找到你；有一种责任，是让离散的亲
人，早日重新团聚……

近年来，我市救助管理站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兜底线、织密
网、建机制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省、市关于救助管理工作的各项工作部
署，扎实实施温暖救助，织密织牢保障网
络。全力保障有求助需求的遭遇临时困
难人员、露宿街头人员、生活无着的流浪
乞讨人员的合法权益，并在去年4月成立
了“萤火虫”寻亲工作室，帮助他们找到
亲人，返回家乡。

3年来，全市累计救助生活无着流浪
乞讨人员1万余人次，帮助100余名身份
信息不详的滞留人员重返家人怀抱。去
年，我市还在长三角部分城市救助管理
机构第二次联席会议上，作为代表向大
会做了经验交流发言。

5月22日上午7时，市救助管理站的
工作人员从派出所接来一位查无身份信息
的高龄老人。在戴口罩、测体温、查信息、
填表格等疫情期间的“三问三查”入站流程
后，工作人员开始和老人进行耐心细致的
沟通。

从老人干净的穿着，他们初步判断老
人应该是刚离家不久。通过仔细辨认口
音，工作人员预判老人是滁州市人。在接
连不断地聊天拉家常后，老人说自己是凤
阳大刘村人，还有个儿子叫“刘红庆”。

“不遗漏任何一条寻亲线索，不漏掉任
何一丝蛛丝马迹是我们工作的准则。”市救
助管理站负责人汪兵向记者介绍，虽然老
人提供的线索并不清晰完整，但只要采集
到点滴信息，救助站都会逐一查询，逐一核
实。工作人员发现滁州市凤阳县官塘镇确
实有个叫大刘村的地方，便立刻与大刘村
负责人取得联系，将受助老人照片及口述
的相关信息提供去，请求协助寻亲。不出
10分钟，对方确认老人正是该村村民，还
查找出其儿子的电话。

“救助站打电话给我后，我立马心定了
下来。”老人的儿子刘庆（化名）说，父子见
面后自己激动地流下眼泪，此前他生怕自
己这辈子再也见不到父亲。

从发现老人到亲属接走老人，全程只
花了2个小时。像这样立办快办、护送群
众回家的事，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已
做过上万次。

而这项“暖心”事业的扎实开展，和近
年来我市高度重视救助工作分不开。目
前，我市已建立健全了市、县、镇（乡、街
道）、村（社区）四级救助管理网络，明确了
部门职责分工，为流浪乞讨救助工作提供
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市民政局、市财政
局每年联合出台关于生活无着人员社会救
助实施办法，明确经费筹措渠道，落实经费
保障。去年，我市还印发了《关于建立领导
干部定点联系救助管理机构制度的通知》、
《关于建立救助管理工作社会监督制度的
通知》等文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助
工作，形成全社会关心救助管理工作、关爱
流浪乞讨人员的良好氛围。

同时，主动对接公安、城管等部门，理
顺工作流程，形成良好的协作关系。公安、
城管等部门在执行任务时，发现生活无着
的流浪乞讨人员，及时向救助站提供信息，

救助站安排工作人员赶赴现场甄别施救。
对其中的老年人、残疾人等行动不便人员，
由首接部门护送到救助站。发现患病人员
直接送至定点医院或联系急救机构。

这样高效畅通的工作流程，也让寻亲
工作变得更加“快、准、精。”去年7月22日，
市救助站在短短一天内就帮助2个家庭实
现了“团圆梦”。

当日上午9时，宣州区水阳镇吴村村
干部护送一名身份信息不详的流浪老人来
站求助，老人四处流浪、年近八旬、思维混
乱。至于姓名、家庭住址等情况，更是无人
知晓。由于老人离家已有30年，变化很
大，通过人口信息查询等技术手段，仍存在
很大难度，唯一的办法还是要从老人自身
寻找突破口。

经过反复耐心询问，工作人员得到了
几条重要信息。老人自述姓汪，“金兰”（谐
音）村人，丈夫姓陆，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宁
宁和红红（谐音）。结合老人的口音，工作
人员分析，老人应来自于宁国市及周边地
区。通过多方搜寻，工作人员发现宁国市
有一个津南村与老人所述的“金兰”相符。
随即，工作人员立即与宁国市津南村的村
干部取得联系，提供了受助老人所述的相
关信息。非常幸运的是，当地多年前有一
名走失人员与这名老人相似度非常高。当
天中午，思母心切的陆某宏及其妹妹等亲
属，欣喜若狂地赶到市救助站，发现这正是
他们走失多年的母亲，这次喜极而泣的拥
抱，他们已经等了30年。

7月21日晚，一通从山东省日照市打
来的求助电话紧急响起。电话另一头，日
照市民邴梅（化名）焦急地询问，市救助站
是否救助到其精神不佳的妹妹邴某阳（化
名）。因家人照看不周，妹妹独自乘坐火车
外出，疑似中途在宣城站下车。接到电话
后，市救助站值班人员，火速编辑了一则寻
人启事，当晚发送至本地及全省救助管理
工作群，提醒本市各县区及省内其他救助
站留意。第二天上午，济川派出所民警便
认出了“寻人启事”上的邴某阳，将她护送
至市救助站。当天，邴梅赶来宣城，将妹妹
领回家，她泪光闪闪道：“失去亲人的痛苦
是难以言表的，但是有了宣城市救助管理
站的帮助，可以让这种痛苦在最短的时间
内得到平抚。让跨越皖鲁两地的千里再相
逢，只用了一天。”

近年来，每年冬、夏两季，市救助管
理站都会开展各为期4个月的“寒冬送温
暖”“夏季送清凉”主动救助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期间，每天安排巡查小组对流
浪乞讨人员活动区、露宿点等重点区域
进行多时段、高频次巡查，积极劝导、接
领街面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到救助
站避寒避暑，接受救助。对反复劝导仍
不愿进站接受救助的，提供棉衣、棉被等
御寒物资和食品、矿泉水。台风、暴雨洪
涝、雨雪冰冻等恶劣天气下，及时启动夜
间巡查，全力保障街面生活无着人员的
生命权益。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让我找到了走
失的侄儿。”今年4月28日上午，广德市市
民苏春（化名）声泪俱下地诉说感谢之情。

原来，当日清晨市救助站巡查小组
来到市区鳌峰桥洞下时，发现一名流浪
的孩子正蜷卧其中。孩子起初什么都不

愿意透露，工作人员便先将孩子接回站
内，待其洗浴并换上干净的衣服，吃饱饭
后。孩子才逐渐敞开心扉，讲出自己因
和家人拌嘴而“离家出走”的事实，并表
示自己的叔叔在广德工作。苏春来接站
时，两人相拥许久，表示要更加关爱孩
子，孩子也将多体谅父母。

今年，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市救助站依然保持24小时“不打烊”的
工作理念，备齐防疫物资，在特殊时
期，为这个流浪乞讨人员敞开“兜底扶
弱”的大门，筑牢抗击疫情的最后一道
防线。

今年3月6日下午，宣州区孙埠镇派
出所民警护送一名流浪老人来站求助。
老人疑似智力障碍，无法正常交流。但
是，老人何时开始流浪？来自哪里？是
否接触过武汉人员？这些问题都十分关
键。于是，工作人员在做好自我防护后，

立即将老人送往市公共卫生应急医院进
行医学检查。两个小时检查无异后，又
将其送往市中心医院临时隔离点进行隔
离观察。

老人在安全观察的同时，市救助站
的工作人员也不闲着。他们根据老人的
特征、口音及穿着编辑好寻亲信息，迅速
通过全国救助寻亲网、今日头条、QQ群
等多渠道发布寻亲公告。功夫不负有心
人，2天后，3名群众来到市救助站火急火
燎地寻找走失的亲人。经过照片、走失
时间等相关信息比对核实，最终确定市
救助站救助的老人就是他们的家人。看
到家人的老人立刻精神清醒起来，不仅
记起了自己的名字，还认出了家人，对救
助站的工作人员连连感谢。

据了解，疫情期间市救助站共救助
186人次，为8人找到亲人。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④仔细问询走失老人身份信息。

③帮助走失老人找到家人。

①主动做
好走失生病老
人健康服务。

②疫情期
间，帮助走失老
人找到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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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畅

机制体制完善 变“进站求助”到“主动服务”

“黑科技”助力 创新“421”寻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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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关爱”活动 寻亲脚步不停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