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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伙伴所在机构与儿童保护议题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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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保护离我们有多近？

今年6月1日，我国最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开始

实施，儿童保护的触角深入到家庭、学校、社会、网络等各

个场景。

随着新法的出台，儿童保护议题也涌现出大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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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对话

1. 儿童保护的涵义与界定

2. 我国儿童保护体系介绍

3. 社会组织如何参与儿童保护体系

4. 社会组织参与儿童保护策略类型讨论：不同策略成功的关键因素、目前面

临的主要挑战、未来有待探索的机会

策略1：儿童主任模式

策略2：预防校园欺凌

策略3：强制报告机制

5. 新未保法背景下，不同资源能力、不同聚焦程度的资助者有哪些行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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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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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主嘉宾（按姓名首字母）：

曹越（儿童保护领域从业者，曾任职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机构，现在互

联网行业开展儿童保护相关工作）

刘园月（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项目拓展部主任）

问会芳（中国扶贫基金会，儿童发展项目部主任）

张厚奇（社会工作师，自2011年开始从事儿童保护工作，曾任职于国际救助

儿童会，现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保护项目顾问）



嘉宾对话与互动方式

• 每个环节有一位分享主嘉宾

• 主嘉宾分享后，其余嘉宾自由对话补充

• 各位嘉宾分享过程中，所有参会伙伴可以在留言区留言，主持人看情况整理问题，
邀请对话。留言步骤：

1. 改名：

点击“参会人”-- 点击您的名字 -- 点击“改名”-- 输入您的“姓名 机构”

2. 互动：

点击“聊天”-- 输入问题 -- 主持人整理后集中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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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儿童保护的涵义与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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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社会组织参与儿童保护，大家首先想到的
项目/行动/服务

按服务内容来看：

• 预防教育类服务提及最多：防性侵（女童保护、你我伙伴、保护豆豆）、防校园暴力、
安全教育（壹基金儿童平安计划）、心理健康（有灵且美）、防拐

• 一位伙伴提及司法服务

按机构/典型项目来看：

• 国际机构：救助儿童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国内机制探索类：爱佑安生、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陕西妇源汇、联劝（一个鸡蛋的
暴走）

• 国内社工服务机构：广西同心源、上海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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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儿童保护？-概念理清

◼儿童和未成年人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儿童的四类权利：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以及参与权

◼广义的儿童保护/儿童福利（child welfare）

◼狭义的儿童保护/针对儿童的暴力和虐待（Child abuse/VAC）：

包括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和精神虐待、忽视

◼儿童安全/儿童意外伤害（Child Safety/ Child injury/ accident ）

◼儿童安全保护 (Child safeguarding)



一、儿童保护的概念-我儿童保护福利政策发展

◼ 时间维度

2010年中国“儿童福利元年”《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

2011-2020年《儿童发展纲要》首次增设儿童福利部分

2013-2014年 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

2017年《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

2019年成立儿童福利司《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 》

2020-2021《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 内容演变

救助制度-福利制度-保护制度

内容：现金救助-机制完善-服务提供

范围：从兜底保障-分类保障-适度普惠



一、儿童保护的概念-未保法+新儿纲

《未成年人保护法》

家庭保护

学校保护

社会保护

网络保护

政府保护

司法保护

法律责任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儿童与健康

儿童与安全

儿童与教育

儿童与福利

儿童与家庭

儿童与环境

儿童与法律



第二部分

儿童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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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儿童保护工作体系”？我国的儿童保护工作体系是怎样的，

其中有哪些关键环节、相关部门、协作机制等？分享主嘉宾：张厚奇

为何要有儿童保护工作体系：

- 从政策发展角度，分类保障（不同儿童群体~留守儿

童 困境儿童）有明确政策依据给津贴、给支持 --> 群

体、风险环境都在变化，分类保障很难做到即时回应；

不是给补贴就能解决的，需要体系化地回应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 纵向：中央~村一级

- 横向：不同政府部门：民政 卫健 教育 司法 等等

人群分类-->风险视角

- 是否有监护的风险、是否有受到4类侵害的风险

保障内容：经济保障（津贴）--> 服务保障

儿童保护工作体系的元素：

- 政策法律框架 & 监督体系

- 国家战略（eg 新儿纲明确提出狭义儿童保护）

- 有效的跨部门、跨领域、多层级协调机制（新未保法要

求县级以上均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

- 社会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官办服务如救助站、未保中心、

儿童服务站；社会组织；警察、教师等所有与儿童一起工

作或为儿童工作的专业人员）

- 预防服务（eg 风险防范教育 亲职教育）和应对服务

（eg 个案 医疗救助）

- 公众的支持（态度和做法）

- 充足的资源投入（资金、技术）

- 数据收集系统（我国儿童保护领域数据尚为短板；也明

确被列入新未保法、新儿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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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儿童保护工作体系”？我国的儿童保护工作体系是怎样的，

其中有哪些关键环节、相关部门、协作机制等？分享主嘉宾：张厚奇

任何从事儿童工作的相关方，无论社会组织或政府，都需要从完整的体系来看问题，不能只解决一个部分

/元素。资方行动前，需要先从完整的儿童保护体系视角来看服务缺口。

我国工作体系：

- 民政牵头，包括多部门协调的机制，相应的资金的保障，服务采购以及社会力量的引入跟社会力量的培

育，社区一级为儿童主任，乡镇一级为儿童督导员，框架相对完整

- 国家强调监护保护，服务的提供、司法程序的处置、监护责任的划分等仍需探索、总结经验、不断完善



第三部分

社会部门如何参与儿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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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组织如何参与儿童保护-概述

 所有直接或间接与儿童相关的社会组织：机构层面建立儿童保护机制和政策

（eg招聘过程中提供无犯罪证明；项目过程对于儿童保护的政策指引（参考救助儿童会等机构政

策）；适用于社会组织/学校/医院等）。

 开展儿童相关项目的社会组织：儿童教育、健康等项目推动儿童保护主流化

（强制报告相关培训；与儿童直接接触的工作人员培训）。

 希望或已经开展儿童保护项目的社会组织：参与支持建立完善儿童保护体系。



二、社会组织如何参与儿童保护-法律基础

 《未保法》明确社会组织在未成年保护方面的内容和作用：“社会组织”出现13次，

鼓励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开展有利于青少年的活动和服务，引导专业服务。

 同时也提到了具体的未成年人保护服务：如家庭教育指导（82、99条）、未保服务

平台和热线（97条）、预防干预网络沉迷（68条）、遭受性侵害或者暴力伤害的未

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服务（111条）、涉未成年人案件专业服务（116条）等。



二、社会组织如何参与儿童保护-策略

人群-受益和服务对象

所有儿童

有风险或有特殊需求的儿童

遭受暴力或虐待等侵害的儿童

干预和服务对象

儿童、家庭、相关专业人员、

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一般

公众



二、社会组织如何参与儿童保护-策略

项目领域和议题

类型：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和忽视

场景：家庭（家庭暴力、监护缺失或无力等）、学校（校园暴力、学生欺凌等）、

网络（网络欺凌、网络沉迷、网络性侵等）、社会（拐卖、性侵、剥削等）



二、社会组织如何参与儿童保护-策略

预防服务

意识提升

专业个案服务
必要时提供家外安置和

替代性照料

风险识别
早期干预服务
及时报告和转介



二、社会组织如何参与儿童保护-具体策略

 研究倡导：基于议题、政策、数据应用等开展研究和政策倡导，针对某一个议题
开展公众宣传倡导

 硬件支持：支持儿童服务设施设备等

 能力建设：提供专家和技术支持、制定流程标准、开发培训资源、为组织和相关
人员提供培训、搭建数字化系统平台等

 服务提供：直接为儿童、家庭、学校等开展服务，法定服务和基于社区的服务。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试点-倡导-政策-推广

 “系统”和”模块”：儿保机制整体建设或聚焦某一议题或其中一个环节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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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参与儿童保护策略分享

策略1：以扶贫基金会童伴妈妈项目为例，看儿童主任策略

策略2：以壹基金儿童平安计划为例，看预防校园欺凌策略

策略3：强制报告的关键点与行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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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1：以扶贫基金会童伴妈妈项目为例，看儿童主任策略

分享主嘉宾：问会芳（中国扶贫基金会 儿童发展项目部主任）



陪伴，让母爱不缺席
——童伴妈妈为留守儿童提供身边的关爱和保护

问会芳
中国扶贫基金会儿童发展部



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余名，占农村全部

儿童的37.7%，占全国儿童的21.88%; 6(含)-13周岁的留守儿
童规模最大。

96%的农村留守儿童由
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照
顾，4%的农村留守儿童
由其他亲戚朋友监护。

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
童比例从2016年的65.3%
上升至2018 年的78.2%。

留守儿童遭遇意外伤害的
高于非留守儿童8%左右，
同时他们出现心理问题的
几率也更高。

项目需求



2015年底，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留守儿童关
爱项目——童伴妈妈项目。通过“一个人·一
个家·一条纽带”的模式，建立留守儿童监护
网络，保障留守儿童权益，并探索农村留守
儿童福利保障的有效途径。

这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一个专门瞄准儿童福
利保障和儿童保护的项目。

项目应对



一 个 人

童伴妈妈

每个项目村招募一位专职童

伴妈妈服务于全村的孩子。

一 个 家

童伴之家

童伴之家是村级儿童活动

中心，童伴妈妈的主要工

作阵地。

一条纽带

县项目联动机制

建立县乡村三级递送机制和以

县项办为核心各职能部门参与

的联动机制。

项目模式



选

用

育

考

平均年龄34岁
在村普通农村妇女

摸清底数，建立档案

响应需求，协调解决

定期走访，关爱陪伴

开展活动，学习成长

立体化多维度培训
多内容多形式
人才梯队

多形式、多方参与的
考核机制

高中

初中
本科/大专

1、通过选拔、培训童伴妈妈，为孩子提供身边的可及的服务

项目执行



2、建立村级儿童活动场所——童伴之家，开展日常活动和主题活动，
让孩子们有爱有陪伴

活动

中心

资源

链接

服务

阵地

588所童
伴之家

能力

建设

安全

培训

文体

活动

节日

庆祝



教育 公安 妇联 团委县项目办公室

乡镇项目工作人员

童伴妈妈

横向联动：

常态化、精准化

纵向管理：

• 一月一调度、一督导

• “查、问、看、访”

• 项目宣传

3、搭建县乡村三级关爱体系，织密合力监护儿童成长、提供服务的
有效网络



童伴妈妈项目在四川、贵州、江西、湖

北、云南、安徽、陕西开展，并复制到

79县919个项目村。

南海诸岛

四川
100村

贵州
233村

湖北
119村

江西
270村

云南
65村

安徽
70村

陕西
21村

省份 县数量 村数量

四川 10县 100村

贵州 24县 273村

江西 22县 270村

湖北 11县 119村

云南 5县 66村

安徽 3县 70村

陕西 4县 21村

总计 79县 919村

项目规模



根据清华大学

第三方独立评估

结果显示：

1、心理健康水平明显提高。

项目区儿童的心理韧性，包括价值感、孤独感、镇定、

独立自主、毅力相关品质方面，均有明显提高。

2、卫生健康水平得到明显改善。

3、多元化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社会支持体系得到巩固。

4、安全意识明显提升安全事故发生风险显著降低。

5、学习成绩有所提升教育环境日益改善。

项目成效-项目效果评估



让TA们的未来因你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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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达到预期效果，实施过程中有哪些关键环节？有哪些经验攻克这些

关键环节？发展型项目，赋能于人，以人为核心
• 机制建立：

• 以省、县民政部门为主要合作方；依托民政建立服务递送网络；政府的意愿、责任、投入

• 人的培育：

• 专职：“妈妈”来自本村，有爱心、耐心、责任心、恒心

• 专业：建立持续、进阶的服务体系培训童伴妈妈

• 机制支持与保障

• 心理关爱与支持

• 激励：绩效考核与补贴；提供发展空间，如在妈妈中选拔骨干、组织TOT，有妈妈进人大代表

• 成本

• 人力成本

• 督导培训

• 空间硬件（童伴之家由村委提供场地、以及县省政府的经费 物资支持）

• 议题研究与倡导



深圳阿斯度社会组织自律服务中心 · 资助者圆桌论坛（CDR）| 儿童保护离我们并不遥远 2021.9.29    

• 新未保法出台后，对这类项目的落地、推广有哪些机会？
• 项目本身运营，有助于合作伙伴接受和认可项目模式

• 明确民政牵头

• 明确“专人”

• 强制报告制度明确，巩固了童伴妈妈在地职责

• 有助于项目可持续

• 项目经验沉淀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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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伴妈妈与村委儿童主任如何联动？

• 童伴妈妈+儿童主任

• 童伴妈妈重服务

• 支持儿童之家的活动（有空间少活动）

• 童伴妈妈直接作为儿童主任
 想听会芳聊聊，扶贫基金会是如何管理、对接这些童伴妈妈的，包括怎么给到她们支持

的，他们在日常工作遇到困难，向谁寻求帮助？

• 省-县-乡镇项目办-童伴妈妈，扶贫与县民政负责人对话，

县民政负责人直接对接妈妈

• 支持：村委支持、督导培训、自组织建立同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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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了解一下儿童主任政策落地过程中有哪些关键的卡点？目前国内有哪些项目也在探

索这类问题（除了童伴妈妈之外）？这些项目关注的卡点有什么不同吗？或者关注同

一卡点的，比如童伴妈妈提到的“服务提供者”这一环，有什么不同的探索吗？

• 人选：

• 很难保证专职，大多为身兼数职

• 服务缺位尤其在发生外部事件冲击，比如疫情，很难保证儿童主任专注聚焦儿童特

殊需求

• 在履行政策规定职责同时，如何确保儿童工作专业性

• 儿童主任-->儿保体系

• 儿童主任属于基层儿童保护人才队伍建设其中一环

• 政策明确规定儿童主任六大职责，但其中也有区分：哪些适合儿童主任做，哪些需

要和未保中心、专业社工个案工作有机配合

• 人才培养是一个过程、能力提升也是阶梯性的，儿童主任的工作边界 & 体系的逐

步完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完善



深圳阿斯度社会组织自律服务中心 · 资助者圆桌论坛（CDR）| 儿童保护离我们并不遥远 2021.9.29    

策略2：以壹基金儿童平安计划为例，看预防校园欺凌策略

分享主嘉宾：刘园月（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项目拓展部主任）



壹基金

在防欺凌教育方面的思考和探索

刘园月

2021年9月



关键数据



防欺凌议题中已经被论证为有效的办法

对学生：
有效扩大学生的同理心，示范如何尊重和善待他人，鼓励孩子做自己喜欢的活动，以及发展良

好的同伴关系，这些是有效的。

对家长：
保持沟通畅通。经常和孩子一起交流。听他们说，认识他们的朋友，询问学校，并了解他们的

担忧。鼓励孩子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特殊的活动，兴趣和爱好可以增强信心，帮助孩子结交朋

友并保护他们免受欺凌行为的影响。

对教师尤其是班主任：
班主任老师如果能做到尊重、公平、鼓励、言行一致、规则清晰对待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那么

这样的班级几乎很少会发生恶性欺凌事件。



“ 共同营造一个这样的安全环境对预防欺凌非常有利：认可与接纳、尊重与聆听、

充满笑容和幽默，鼓励孩子自己解决问题，提供更多与他人合作的机会，建立

自信的一面。



谢谢！

微信订阅号 壹基金月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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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保护议题下，预防类项目的关键点有哪些？

• 欺凌是一个大问题，如何找到一个具体的切入点

• 看到欺凌背后的儿童发展状态

• 壹基金选择同伴教育、社会情感学习为切入点

• 如何选择介入年龄/时机

• 欺凌常发生在初高中年级，预防干预可前置

• 小学中高年级是重要阶段，孩子开始发展出不同的能力，同理

心的能力发展进入关键时期

• 在问题范围之外寻找破解方法

• 解决欺凌问题，不能只看欺凌，更要看到背后的儿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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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保护服务项目能够入校顺利开展的关键点有哪些？
• 壹基金已有的安全教育项目均为入校开展

• 学校、老师认可，认可来源于项目有效，可以从过往经验提炼有效的

做法，再结合自身资源去寻找可行方法

• 可操作（足够简单），不给教师增加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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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校园欺凌项目的普遍痛点和机会有哪些？

• 预防欺凌是个隐性需求

• 领域内对问题、对干预的研究和经验沉淀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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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3：强制报告的关键点与行动空间

分享主嘉宾：张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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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保法中强制报告相关规定：密切接触儿童的工作人员发现侵害/疑似侵害

早期更多聚焦具体场景：反家暴法中对未成年人遭受/目睹家暴有强制报告要求

（针对村居委级别）；20年开始聚焦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尤其是性侵害。

• 强制报告有哪些关键环节和难点？

• 强制报告的意义不在报告本身，而是在于识别隐性的儿童侵害；

• 报告方：侵害类型扩大（只要疑似遭受任何种类侵害）、针对人员扩大

（从民政扩大到国家机关、所有政府部门、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单位）、

针对公众鼓励报告

• 接收方：公安 民政 教育，主要在民政，统一到12345市长热线下

• 背后最需要多部门协调机制，如出现情况需要不同部门协调回应

值得关注的机会：报告是起点；报告多了，后续工作（跟进核实、转介、干预）

能否到位；大家可以进一步促进协调机制和服务输送的完善，或倡导



第四部分

新未保法背景下的行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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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未保法颁布，对于儿童保护领域的行动者，尤其是资助者，有哪些

新的机遇？

- 儿童保护领域筹款难，早期多为国际资助方；难在哪？

- 领域新，比较难立竿见影；

- 专业门槛较高；推荐关注：

- 了解策略在整个儿童保护体系中的位置

- 关注行业自律，在自己机构层面/支持合作伙

伴建立儿童保护相关政策

- 网络保护不是割裂的一个板块，一方面网络

渗透让儿童风险环境更复杂，同时也让儿童保

护的干预有更多可能性——未来 线下&线上儿

童保护可以更加融合

- 队伍建设

- 基层儿童工作者的培训：掌握儿童保护专业技能；

对于强制报告的责任落实等

- 大多数地方政府部门都是通过政府采购社会组织服

务，尚存大量服务缺口（机构管理、战略管理、儿

童策略选择、项目设计 等等）；需要长期投入，有

时间、耐心

- 政社合作：儿童保护工作一定要嵌入政府儿保体系

- 落实：已有机制的各地落实

- 探索：细分领域的研究（如校园欺凌）、新机制的

探索试点



邀请您填写问卷反馈

电脑参会

方式一：直接点击聊天区的问卷链接
方式二：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

手机参会

无法直接扫码，可直接点击
聊天区的问卷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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