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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  

吉政办发〔2011〕24 号 

各市 （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 （市）人民政府，省

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０〕５４号）精神，加快建立具有吉林特色的孤

儿保障体系，大力提升孤儿保障工作水平，经省政府同意，结合我省

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进一步建立完善孤儿养育制度 

  （一）提高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全省现阶段集中供养孤

儿最低养育标准为月人均不低于９７０元、散居孤儿最低养育标准为

月人均不低于６７０元 （含原渠道补助资金），所需资金由中央、

省、市 （州）、县 （市）四级财政承担。各地政府按不低于当地

平均生活水平、不低于全省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确定当地的

具体标准，并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居民消费指数变化等因素，逐

步建立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增长机制。 

  （二）拓展家庭寄养渠道。按照国家要求，引导和扶持条件较好

的家庭开展孤儿委托监护或家庭寄养，指导孤儿寄养家庭认真履行应

尽义务，当地政府给予养育费用补贴，让更多孤儿走进富有爱心、富

有责任、富有抚养能力的寄养家庭。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

法》，鼓励支持中国公民依法开展孤儿收养，并积极稳妥开展涉外收

养。 

  （三）推进机构养育创新。整合现有儿童福利机构的养育资源，

加大养育模式的创新力度，提高孤儿养育质量。省孤儿职业技术学校

要发挥省级孤儿养育示范基地的导向作用，地级市和孤儿数量较大



县 （市）的儿童福利机构要做好当地孤儿的收养教育工作。农村家

庭寄养有困难的分散孤儿，依托农村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搞好养育工

作。有条件的儿童福利机构可在社区购买、租赁房屋，为孤儿提供家

庭式养育。 

  （四）加强孤儿基本生活养育资金监管。孤儿基本生活养育资金

要实行专项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按时足额发放，严禁挤占挪

用。每年民政、财政部门要对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确保孤儿基本生活费落到实处。 

  二、逐步提高孤儿医疗康复保障水平 

  （一）落实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将孤儿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救助等制度覆盖范围，参保参合费用由

医疗救助资金解决。对有病住院的孤儿经新农合或医保报销后，在封

顶线内通过医疗救助予以全额报销；超过封顶线以上部分，由政府通

过慈善专项救助、大病医疗救助、临时救助、商业保险等渠道解决。 

  （二）做好残疾孤儿康复工作。按照卫生部等５部委 《关于将

部分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的通知》（卫农卫发〔２０

１０〕８０号），将以治疗性康复为目的的运动疗法等９项医疗康复

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进一步扩大残疾孤儿医疗康复的范围，

并优先享受医疗康复项目。有条件的儿童福利机构要积极开展孤儿康

复工作。 

  （三）发挥医疗保障机构作用。卫生部门要对儿童福利机构设置

的诊所、卫生所 （室）给予支持和指导，免费开展孤儿身心健康教

育和咨询辅导。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费为孤儿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

务，定期了解和掌握本地区孤儿接受健康管理情况。鼓励、支持医疗

机构采用多种形式自愿减免孤儿医疗费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加强

对儿童福利机构卫生防疫工作的指导和监督，落实 “四免一关怀”

政策，组织开展感染儿童治疗关怀、免费抗病毒治疗等工作。 

  （四）开展慈善专项救助活动。实施残疾孤儿手术康复 “明天

计划”和 “重生行动”项目，做到有一例做一例。大力开展慈

善 “生命之光”、白血病、脑瘫等专项救助项目，筹集社会捐助资

金用于保障患重大疾病孤儿的辅助救治。 

  三、全面落实孤儿教育保障政策 



  （一）实施孤儿免费义务教育。学龄前孤儿到学前教育机构接受

教育的，由当地政府予以全额资助。全面实施孤儿免费义务教育，提

升孤儿义务教育普及水平。将义务教育阶段的孤儿寄宿生全部纳入生

活补助范围，并享受最高生活补助标准；对于非寄宿生家庭生活困难

的，将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或临时救助范围予以保障。 

  （二）落实孤儿高中、职业等教育资助政策。根据国务院的政策

意见，将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本科高校就

读的孤儿，优先纳入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和国家助学贷款等资助

政策体系。孤儿成年后仍在校就读的，继续享有相应政策，学校为其

优先提供勤工助学机会。 

  （三）努力为残疾孤儿接受教育创造条件。切实保障残疾孤儿受

教育的权利，具备条件的残疾孤儿，就近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不适

合在普通学校就读的视力、听力、言语、智力等残疾孤儿，安排到特

殊教育学校就读；不能到特殊教育学校就读的残疾孤儿，鼓励并扶持

儿童福利机构设立特殊教育班、特殊教育学校或有条件的地方由学校

实施送教上门，为其提供特殊教育。 

  四、大力扶持孤儿成年后的就业 

  （一）加强孤儿成年后职业技能培训。落实孤儿职业技能培训、

鉴定等政策，将符合就业困难认定条件的成年孤儿，纳入就业援助对

象认定范围，享受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职业介绍补贴

和免费职业介绍等政策。针对孤儿实际需求，积极开展订单培训、定

向培训和定岗培训，提高培训后的就业率。 

  （二）加强孤儿成年后就业扶持。贯彻实施就业促进法，促进有

劳动能力的孤儿成年后实现就业。按规定落实好社会保险补贴、岗位

补贴等扶持政策，及时将成年后就业困难且符合条件的孤儿纳入就业

援助范围，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帮扶。孤儿成年后自主创业的，按优

于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条件，享受创业税收优惠，需贷款扶持的，优先

享受小额担保贷款。 

  （三）拓宽孤儿成年后就业渠道。在开发公益性岗位时，对成年

后就业困难或参军复员的孤儿，优先安排其到政府开发的公益性岗位

就业。在实施高校毕业生到社区、村任职选聘工作中，优先录用符合

条件的孤儿。参军复员的孤儿，优先安排工作。 

  五、积极推进孤儿住房保障和服务 



  （一）推进农村孤儿住房建设。居住在农村的无住房孤儿成年

后，优先纳入全省农村泥草房和农村危房改造计划，享受最高资金补

贴标准。同时，利用自然灾害倒损农房恢复重建等政策，通过政府补

助、银行信贷、社会捐助等途径筹措孤儿建房资金，乡镇政府和村民

委员会要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和当地村民帮助其建房，确保无住房孤儿

能够有房住。 

  （二）落实城市孤儿住房优惠政策。居住在城 （镇）的无住房

孤儿成年后，在城市棚户区、国有工矿棚户区、林业棚户区改造中，

优先安排城市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在机构内养育的残疾孤儿成

年后，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且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政府优先给予

廉租住房保障。对有房产的孤儿，监护人要帮助其做好房屋的维修和

保护工作。 

  六、建立健全孤儿保障的领导和工作机制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

孤儿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 “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

协作，社会参与”的孤儿保障工作机制。民政部门要发挥牵头部门作

用，强化对儿童福利机构的监督管理。财政部门要将孤儿保障所需资

金纳入财政预算，确保儿童福利机构建设、孤儿基本生活和儿童福利

专项工作等方面的经费落实。发展改革部门要优先统筹安排儿童福利

机构设施建设项目，逐步改善儿童福利机构的条件。其他相关部门要

明确责任，加强配合，齐抓共管，形成落实孤儿保障工作的整体合

力。 

  （二）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抓好儿童福利机构领导班子建设，

科学设置儿童福利机构岗位，加强孤残儿童护理员、医护人员、特教

教师、社工、康复师等专业人员培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对儿

童福利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倾斜政策，将儿童福利机构中设立的特殊

教育班或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医护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评定工作纳入

教育、卫生系统职称评聘体系，在结构比例、评价方面给予适当倾

斜。推进省级孤残儿童护理员培训基地建设，搞好孤残儿童护理员培

训，全面建立孤残儿童护理员职业资格制度。 

  （三）保护孤儿的合法权益。严厉打击查处拐卖孤儿、遗弃婴儿

等违法犯罪行为，及时发现并制止公民私自收养弃婴和儿童的行为，

及时查找弃婴和儿童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医疗保健机构发现

弃婴，应及时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不得转送他人。要依法保护孤



儿的人身、财产权利，大力倡导法律服务人员为孤儿提供法律服务和

司法援助。 

  （四）营造孤儿健康成长的社会氛围。加强宣传教育，大力弘扬

中华民族慈幼恤孤的传统美德和人道主义精神，引导社会力量通过慈

善捐赠、志愿者服务等多种形式，大力发展儿童福利事业，营造全社

会关爱孤儿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