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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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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起草单位：民政部社会事务司、青岛市救助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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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乞讨人员机构托养工作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开展流浪乞讨人员机构托养工作的工作要求、工作流程、基础条件、托养服务办理流

程及效果评价等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救助管理机构和受托机构开展托养工作。未设立救助管理机构的地方民政部门及其他

需开展流浪乞讨人员机构托养服务的机构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8223-2011 救助管理站服务

GB/T 29354-2012 救助管理机构安全

GB 13495 消防安全标志

JGJ 50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245-2009《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基本术语》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本文件。

3.1

机构托养 institutional care

救助管理机构委托其他机构，请其照料长期滞留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模式。

3.2

受托机构 care institution

经一定程序接受救助管理机构委托，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照料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

其他社会组织。

3.3

托养对象 care object

救助管理机构委托给受托机构照料的长期滞留流浪乞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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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托机构基础条件

4.1 机构资质

4.1.1 受托机构应满足以下条件：

a) 具备法人资格；

b) 有开展托养服务的固定场所；

c) 具备从事托养服务或其他相关服务的资质；

d) 正常运营达一年以上；

e) 有餐饮卫生许可；

f) 有消防安全证明。

4.1.2 提供医疗、康复等专业服务的，具备相应的许可资质。

4.1.3 有明确的服务宗旨、服务目标、服务对象、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

4.2 工作人员

4.2.1 机构主要负责人宜具备医疗、养老等相关工作背景，熟练掌握护理、养育、社会工作等知识。

4.2.2 配备行政管理、专业技术、工勤技能人员，其中医疗、护理、康复等专业技术人员应取得相应

的职业资格证书。

4.2.3 工作人员的数量以能满足托养对象的需求并能提供GB/T 28223第 4.2章节和第 4.3章节所规定

的服务为原则。

4.3 设施设备

4.3.1 托养对象人均建筑面积不小于 25 ㎡，人均居住面积不小于 4 ㎡，人均室外活动面积不小于 4

㎡。

4.3.2 提供单人单床，床上用品根据季节配备。

4.3.3 根据当地气候特点，为托养对象居室配备降温、采暖、通风设备。

4.3.4 设有食堂，配备厨具、餐具、就餐桌椅、消毒柜、冰箱等。

4.3.5 设有洗漱间，配备脸盆、牙膏、牙刷、肥皂、毛巾等基本的个人生活用品。

4.3.6 设有卫生间，配备蹲便器或坐便器，有残疾人辅助扶手、轮椅厕位、卫生纸、纸篓、排气扇、

洗手池。

4.3.7 设有洗浴间、更衣室，配备冷热水洗浴设施、防滑垫、扶手、拖鞋、浴凳、排气扇等。

4.3.8 设有洗衣房，配备洗衣机、消毒设备等。

4.3.9 有条件的受托机构宜设置托养对象活动室，并配备健身器材、图书、电视、棋牌等。

4.3.10 配备拐杖、轮椅和其他辅助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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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安全管理

4.4.1 受托机构应建立安全岗位责任制，指定安全员，由其负责机构日常安全管理、安全设施设备维

护和安全检查报告工作。

4.4.2 受托机构的活动区、康复区、观察室、走廊、楼道等公共区域应安装具有存储功能的视频监控

系统。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 3个月，特殊、重要资料以实物方式交存档案室。

4.4.3 安全扶手、坡道等无障碍设施设计应符合 JGJ 50 的规定。

4.4.4 托养对象的生活区、活动区、康复区、观察室、走廊、楼道应设有人员紧急疏散通道，并在显

要位置设置紧急疏散标志。

4.4.5 受托机构应配备电话、紧急呼叫等通讯设施。

4.4.6 受托机构应配备消防设备，定期检查、补充、更换消防器材。消防安全标志的设置应符合 GB 13495

的规定。

4.4.7 受托机构应制定应对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并参照 GB/T 29354 第 6 章、第 7章所列

事项做好机构内安全管理和突发事件处置工作。

4.5 制度建设

4.5.1 建立健全的内部治理结构、财务会计和资产管理制度。

4.5.2 建立有关托养服务的投诉、受理、处理、反馈机制。

4.5.3 妥善保管托养对象基本档案材料，档案一人一档，并定期移交给救助管理机构保管。

5 救助管理机构托养流程

5.1 发布托养信息

救助管理机构发布托养需求信息，应包含对受托机构资质、人员、设施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及申请起

止日期。发布信息的途径应包括：

a) 报纸、电视等媒体；

b) 救助管理机构网站等民政部门官方网站；

c) 救助管理机构公告栏；

d) 其他。

5.2 受理托养申请

救助管理机构自发布托养信息之日起受理相关机构递交的申请材料，材料包括：

a) 托养申请书；

b) 机构及工作人员资质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

c) 机构功能布局、设施设备简介；

d) 对托养事项的陈述，如托养的目标群体、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

e)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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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评估申请机构

5.3.1 评估时限

救助管理机构应当在申请截止日期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机构的评估，并告知其评估结论。

5.3.2 评估方式

救助管理机构一般应采取如下方式进行评估：

a) 对托养申请书、机构情况介绍、托养事项陈述、相关资质证明等申请材料初步审核；

b) 到申请机构现场评估；

5.3.3 评估内容

依照本标准第 4章所列条目逐项对照评估。

5.4 选定受托机构

救助管理机构根据评估结果和托养对象的类别、数量，择优选定受托机构，并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10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救助管理机构与受托机构签订《机构托养协议书》（参见附录 A）。

5.5 提供托养服务

救助管理机构和受托机构依照第 6章受托机构服务流程所列事项，为流浪乞讨人员办理托养登记，

开展托养服务。

5.6 解除托养协议

5.6.1 当出现受托机构拒不履行托养协议约定义务、行为不规范、有违法行为以及受托机构不能履行

托养协议时，救助管理机构应及时与其解除托养协议。

5.6.2 受托机构如提出解除托养协议，应提前 60 天通知救助管理机构。

5.6.3 托养协议期满后，托养协议自行终止。受托机构有意继续参与托养服务的，应当在协议期满前

三个月提出续签申请。救助管理机构可参考托养效果评价情况，决定是否与其续签托养协议。

6 提供托养服务流程

救助管理机构和受托机构按照以下流程为托养对象提供托养服务（见图 1）。

6.1 准备托养

救助管理机构对每个托养对象的年龄、智力、心理、生理等状况进行评估，结合受托机构的能力、

条件，为每个托养对象选择合适的受托机构。

6.2 办理托养

6.2.1 救助管理机构与受托机构对托养对象情况确认无异议后，填写《托养登记表》（参见附录 B），

并将托养对象转至受托机构进行托养。

6.2.2 托养对象进入受托机构后，受托机构应按《机构托养协议书》履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

6.3 终止托养

6.3.1 托养对象因查明身份信息而适宜返乡安置的，救助管理机构与受托机构为其办理终止托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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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

6.3.2 救助管理机构协调托养对象返乡安置时，受托机构应予以配合。

6.3.3 托养对象在托养期间因病或其他原因死亡的，受托机构应根据《机构托养协议书》要求，采取

立即向救助管理机构报告、请医疗机构出具死亡证明书、报请公安机关到场处置并出具死亡原因鉴定书

等处置措施,并做好善后工作。该托养对象在该机构的托养终止。

6.3.4 受托机构不适宜继续承担托养服务工作的，由救助管理机构依法解除托养协议，该机构内的所

有托养对象终止在该机构的托养。

6.3.5 解除托养协议时，受托机构应协助救助管理机构转移安置好托养对象。

7 托养服务基本要求

7.1 日常照料

受托机构应参照 GB/T 28223 第 4.2 章节和第 4.3 章节所规定的服务标准为托养对象提供生活照料

等服务。

7.2 物品保管

受托机构应对托养对象随身携带的个人财物予以登记，并妥善保管。

7.3 寻亲服务

受托机构应与托养对象沟通、交流，协助救助管理机构收集、查找托养对象的家庭信息。

7.4 档案保管

受托机构应建立托养对象档案，定期向救助管理机构移交服务文档资料，包括：

a) 日常护理、服务记录；

b) 健康检查资料；

救助管理机构评估托养对象，为其选定

合适的受托机构。

救助管理机构协助托养对象

填写《托养登记表》。

受托机构按照《机构托养协议书》

约定事项为托养对象提供托养服务。

托养对象返乡安置、托养对象死亡、救助管

理机构与受托机构解除托养协议等情形出

现时，救助管理机构终止托养。

图 1 托养对象接受托养服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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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医疗救治、康复资料；

d) 专业社工支持、心理辅导记录；

e) 其他资料。

7.5 隐私保护

受托机构应保护托养对象隐私，未经救助管理机构许可不应公开托养对象信息，包括：

a) 托养对象身份信息；

b) 托养对象的智力、心理、生理状况等信息；

c) 与托养对象有关的视频、图片等影像资料。

7.6 其他

7.6.1 托养对象外出时，受托机构应登记其去向，并协助其携带写有姓名和联系方式的卡片。

7.6.2 托养对象在托养期间走失的，受托机构应立即向救助管理机构报告，同时立即报警和寻找。

8 托养效果评价

8.1 评价形式

救助管理机构应建立由救助管理机构、托养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评价机制，依据本标准对受托

机构服务质量进行考核评价，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评价工作，评价形式包括：

a) 实地检查托养设施、档案管理及安全管理情况；

b) 听取受托机构情况报告；

c) 与托养对象直接交流；

d) 听取受托机构所在村委会、居委会等评价。

8.2 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应包括：

a) 受托机构的资质和管理工作状况；

b) 受托机构的服务内容和效果；

c) 托养对象在受托机构的生活状况；

d) 托养对象对受托机构服务情况的满意程度、意见和建议；

e) 受托机构的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f) 其他。

8.3 评价与改进

8.3.1 救助管理机构根据评价内容对受托机构作出综合评判，并将结果向受托机构通报。

8.3.2 救助管理机构将发现的问题和改进建议及时告知受托机构，并责令其限期改进。受托机构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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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改进情况向救助管理机构反馈。

8.3.3 评价结果和改进情况应作为是否续签托养协议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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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机构托养协议书

甲方： （救助管理机构）

乙方： （受托机构）

经评估、公示等程序，甲方选定乙方作为受托机构。为确保托养对象的基本权益，明确甲乙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签订此协议。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选择适合乙方照料的托养对象交乙方进行托养。

2. 甲方按月支付乙方托养费共 元每人每月，不足整月的按实际天数结算。

3. 甲方可根据需要组织乙方相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参加业务培训，若乙方无故不参加培训，甲方

有权终止协议。

4. 甲方负责联系、监督、指导托养工作具体事务，定期对乙方进行评估，并对乙方的工作提出限

期改进意见和建议。若规定时间内乙方不能改进的，甲方有权终止协议。

5. 托养对象因查明家庭或户籍等信息而适宜返乡安置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为其办理终止托养手

续。

6. 若乙方有损害托养对象合法权益的行为，甲方有权终止协议并保留进一步追究乙方法律责任的

权利。

7. 因乙方看护照料不力，造成托养对象被伤害的，其医疗费、住院费、护理费等由乙方自理，因

治疗不及时或延误治疗时间，造成后果的，甲方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8. 因乙方看护照料不力，造成托养对象走失的，乙方要立即向甲方报告，同时立即报警和寻找。

造成严重后果的，乙方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9. 乙方因各种原因失去履行托养协议能力，或乙方出现违法犯罪行为时，甲方应及时终止协议。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协议期间，乙方负责为托养对象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护理、医疗、心理与康复等服务，特别要

保障托养对象的人身安全，确保其各项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2. 乙方应积极参加甲方组织的各种业务培训。

3. 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开展服务质量评价等工作。

4. 托养对象因查明家庭或户籍等信息而适宜返乡安置的，乙方要积极配合办理终止托养手续。

5．乙方无权向第三方机构、组织或个人转移托养对象。

6．乙方欲终止托养协议，必须提前 60 日向甲方通报。遇不可抗力造成无法履行托养协议的应及时

向甲方通报。

7．乙方如遇托养对象患病，应及时报告甲方。门诊治疗者应持病历、处方及其他有效票据向甲方

申请审核报销；需住院时，除急诊外，必须由甲方安排，在指定医院接受住院治疗；急诊住院必须在就

诊同时与甲方联系，听从甲方意见和安排。



9

8． 托养对象因病住院，乙方需安排好陪护工作。

9． 托养对象在医疗机构内死亡的，乙方应立即向甲方报告，并取得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书。

死亡证明书等相关材料交由甲方保管。

10. 托养对象在乙方场所内或在外出期间死亡的，乙方应立即向甲方报告，同时报请公安机关到场

处置并出具死亡原因鉴定书。死亡原因鉴定书等相关材料交由甲方保管。

11. 乙方应做好托养对象死亡的善后工作，及时交接寄存物品，并协助甲方处理公示、火化等事宜。

凭相关票据到甲方结算；托养对象非正常死亡的，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12. 因乙方管理不善、照顾不周，托养对象在乙方托养期间遭受人身伤害或托养对象伤害他人，造

成严重后果的，乙方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3. 乙方应按照民政行业标准《流浪乞讨人员机构托养工作指南》的要求，配备相应的软硬件设施，

向托养对象提供相应的托养服务，并接受甲方的监督管理。

三、本协议有效期为：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年____月____日。

四、在双方约定的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应接受甲方的监督管理。乙方若存在违反民政行业标准《流

浪乞讨人员机构托养工作指南》和其他违约情况，甲方有权依照该标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乙

方的相关责任，并有权终止协议。

五、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协议履行地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六、其他

1. 甲乙双方在协议期间，如对协议理解存在差异，协议的解释权归甲方。

2. 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3．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甲方法人代表: 乙方法人代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0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托养登记表

入托时间： 托养编号：

姓 名 性 别 救助编号

照片

民 族 年 龄 出生日期

身 高 cm 体 重 kg 文化程度

饮食习惯 来站方式 来站时间

自述家庭

住 址
求助原因

身体状况
□基本健康 □肢体残疾 □智力残疾 □疑似精神障碍 □传染病
□行动困难 □明显外伤 □严重抑郁 □躁动不安 □其他

身体详细
情 况

有无异常行

为及表现

需特别照顾

护理说明

救助管理机构：（签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受托机构：（签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说明：此表一式两份，救助管理机构和受托机构各保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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