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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来，救助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从未放弃对她的关注和劝说

流浪街头“推车老太”终入院治疗

在民政和公安部门共同
协作帮助下，李兰女儿完成了
送母亲去医院的心愿，也结束
了老人多年流落街头的生活。

据了解，对于街面发现的
疑似流浪乞讨的精神病人，
《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规
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
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
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
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
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
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
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
行精神障碍诊断。民政部、
公安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建设部、卫生部联合
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城
市流浪乞讨人员中危重病
人、精神病人救治工作的指
导意见》，明确了突发急病的
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先
救治后救助”的基本原则，将

救治对象限定在必须抢救的
有生命危险的流浪乞讨危重
病人和危及他人生命安全或
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形象的
精神病人范围内，要求民政、
公安和城建城管监察等部门
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有责
任将流浪乞讨危重病人、精神
病人直接送当地定点医院进行
救治，民政部门要负责甄别和
确认病人身份，卫生部门指导
定点医院对流浪乞讨病人病情
的诊断、甄别和救治。随后，
2014年《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颁布实施更进一步明确：“民政
部门和救助管理机构没有街面
执行职务的职责，只需负责将
受助期间突发急病的流浪、乞
讨人员送往医疗机构救治。”

也就是说，民政部门和
救助管理机构对于街头精神
障碍人员并没有职责去处
置。淄博市救助服务中心负

责人表示，中心提出了“闻报
即出，依法施救”的救助原
则，只要接到所管辖区内疑
似流浪乞讨人员的线索，还
是会本着为救助对象负责的
态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
处置，并按照有关法规规定
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开展救
助，绝不推诿。

但是，救助这样的人员
存在很大难度。精神疾病类
别众多，患者状态变化快，非
专业医护人员仅凭其行为和
状态无法明确判断病情。在
缺乏明确诊断的情况下，公
安机关处置起来也有难度，
有时会受警力限制无法及时
处置。尤其面对暴力型的精
神障碍患者，即使其亲属在也
很难控制。目前，对于此类人
员只能根据《精神卫生法》的有
关规定由公安机关直接处置
或协助处置。

众人在现场劝说老人。

对患有精神障碍人员如何救助？

据老人的女儿介绍，自己
和弟弟已经在张店生活多年，
一直想把母亲接回家中照顾。
因为做不通母亲的思想工作，
所以也从没有带她进行专业
的诊断和治疗。但是，由于老
人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在家
里闹得很厉害，有时候还会有
攻击性，已经明显影响了他们
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没有办法
最后也就只得由着老人去了，
实在没法管。

其实，按照《城市生活无着
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
法》、《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等现
有的救助法规来讲，救助对象
应该是“处于自身无力解决食
宿，无亲友投靠的‘生活无着’
状态”，但是这名老人明显并不
属于救助对象。但老人年事已

高，过这种生活，很容易出问
题。对此，淄博市救助服务中
心专门成立了以救助科工作人
员为主要力量的“推车老太”问
题攻坚小组，多次与老人的子
女进行联系，向他们解释政策
宣传法规，交流解决方案，主动
联系张店区民政局、高青县民
政局，为妥善解决老人露宿街
头的问题积极协调。

功夫不负有心人，老人的
女儿日前主动提出由她劝说
母亲到医院接受诊断和治
疗，并向淄博市救助服务中
心求助，希望他们帮忙劝说
并安排车辆帮助她把母亲送
到医院。9月2日12：30，市
救助服务中心三台救助车辆
同时出动，到联通路附近寻找
老人。13：10，在金晶大道海

盛水产市场的对面，找到了正
坐在路边吃馒头的李兰。当
工作人员前去准备和老人沟
通的时候，老人突然拿出一把
小剪刀冲着工作人员挥舞，直
到工作人员退回去三四米远
才收起剪刀，推着自行车急急
忙忙离开。所有人只能在她
身后十来米的地方跟着，直到
13：30老人女儿赶到现场。

母女俩见面后走走停停，
眼看两个小时快过去了，无论
怎么劝导老人依旧不同意到
医院去。最后，在女儿的示意
下，公安民警只能强行把老人
扶上了救助车将其送往淄博
市精神卫生中心。经专家会
诊，李兰被诊断为精神分裂
症、妄想症，需要在医院接受
治疗。

文/图 记者 马斌
通讯员 吕志远

晨报淄博9月4日讯
9月2日下午，一次特殊的
街头救助开始了。淄博市
救助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在张店民政和公安部门配
合下，终于将流浪多年的

“推车老太”送到了医院接
受治疗。而老人的女儿再
三感谢大家的帮助，因为
这样全家人总算放心了！

备受关注的流浪老人

近些年来，在淄博中
心城区联通路和张桓路路
口，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名
老人——— 她衣着比较整
洁，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常
年推着一辆装满衣物和生
活用品的旧自行车，无论
春夏秋冬都在这附近徘
徊。下雨时，她会给自行
车仔细盖好塑料布，冬天
她穿一身厚厚的棉衣，夜
里有时就睡到路边的花坛
旁。不仅仅是这样，这名
老人经常在路边不停地说
话，甚至对着空气比划、
叫骂。

很多市民心中充满疑
问，老人到底来自哪里？
有没有家人？为什么选择
流浪街头？其实，早在三
年前，淄博市救助服务中
心就开始关注她，并持续
进行街头救助了。“当时是
个冬天的夜里，有热心市
民打电话我们就去了。老
人对陌生人很排斥，不要
我们送给她的食物，就连
送去的棉衣和棉被也全被
丢在了地上，坚决不接受
救助。”淄博市救助服务中
心救助服务大厅副主任王
春建介绍，尽管很无奈，但
从老人生命安全出发，他
们一直都在想办法解决。
除了不断对其探望外，还
多次联合公安部门一起，
想通过劝导希望她接受
救助。

为了解这名老人更多
情况，其间救助工作人员
转遍了联通路附近的小
巷，开门头的、摆地摊的、
居住的，工作人员询问了
无数人。有人说，老人是
高新区的，有人说老人是
沂源的，也有人说老人是
高青的……通过对走访得
到的信息一条一条核实，
两年前他们终于确定了老
人身份。这名老人叫李兰
（化名），今年66岁，高青
人。随后，还和她的子女
取得了联系。

一次不属于救助对象的救助

入院后，大夫正在对老人进行诊断。
淄博市救助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时常看望老人。
资料照片

楼宇党课
关注淄博发展史

记者 张培 马冠群
通讯员 宋钊 肖川
马颜铖 报道

晨报淄博9月4日讯 为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同时激发社区党建新活力，
形成“优势互补、共建共享、共同
发展”的良好局面，8月30日，淄
博高新区检察院机关党支部联
合“双报到”单位四宝山街道万
杰路社区党总支共同开展党员

“双报到”楼宇党课，大家一同观
看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淄
博档案图片展。

据了解，本次档案图片展是
淄博市档案馆联合鲁中晨报、各
区县档案馆和各大企业档案室
共同举办的，全方位、多角度展
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40年以来珍贵的淄博历史
图片，讴歌了勤劳智慧的淄博
人，锐意进取、艰苦奋斗，使家乡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通过参观本次主题展览，干
警们领略了淄博70年来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激励
了他们在检察业务工作过程中，
勇担使命，为高新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高质量司法保障而不懈
奋斗。

压面机“咬”手
消防拆机器救人

记者 任灵芝 见习记者 赵
颖慧 通讯员 曹金硕 报道

晨报淄博9月4日讯 日
前，桓台一所幼儿园，正在准备
早饭的女工一不小心手指卡进
了压面机里。消防员赶到后，小
心翼翼地拆卸压面机，经过20
分钟的努力，将女工的手指取
出。记者了解到，女工左手两根
手指变形，已经送往医院救治。

9月2日一早，淄博市消防
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在桓
台县索镇海圣春天小区内，有一
名女工的手卡在了压面机内，辖
区索镇中队的消防员立即赶赴
现场。记者了解到，现场位于小
区里的一所幼儿园内。在幼儿
园的厨房里，一名中年女子的左
手卡在了压面机里，疼痛难忍。
消防员让女子的同事找来物品
盖在女子头上，以免女子看到现
场的情况害怕。随后，消防员仔
细观察女子手被卡的位置，研究
如何拆卸压面机，他们决定利用
螺丝刀、撬棍等工具进行施救。
施救过程中，消防员不断改变位
置拆卸，经过20余分钟的紧张
处置，女子的手被取了出来。

据介绍，女子在操作压面机
时左手卡住了，断电后，女子的
左手无法取出就报了警。被救
后，女子左手的两根手指已经变
形，立即送到医院救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