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 共 黑 龙 江 省 委 老 干 部 局
黑 龙 江 省 公 安 厅

文件

黑关通字 〔２０２３〕６号

关于印发 «关于发挥离退休五老作用

在全省公安派出所建立关爱工作站

的意见»的通知

各市 (地)关工委,各市 (地)委老干部局、各市 (地)公

安局:

现将省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省公安厅研究制定的

«关于发挥离退休五老作用在全省公安派出所建立关爱工作

站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各地

各单位在工作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要及时报送省关工

委组织协调组、省委老干部局、省公安厅关工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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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共黑龙江省委老干部局

黑 龙 江 省 公 安 厅

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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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挥离退休五老作用在

全省公安派出所建立关爱工作站的意见

为推动全省公安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向基层延伸,把预

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工作任务落到基层,在加强青少

年法治教育和权益保护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省关工

委、省委老干部局、省公安厅决定在全省各级公安派出所建

立关爱工作站,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高度,积极构建公安系统全方

位关心下一代工作体系.坚持服务青少年的正确方向,以加

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帮扶帮教贫困青少年、保护青少年合法

权益和人身安全、建立良好的法治环境为重点,充分发挥退

休公安民警和社区五老在教育引导和关爱保护青少年方面的

优势作用,着力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引导青少年树立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支持和帮助青少年成长成才,

教育广大青少年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３—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工作原则.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各级关工委的

支持指导下,坚持 “立足全局谋工作、围绕大局干公安”,找

准工作的结合点和着力点,为党和政府中心工作分忧解难、

助力添彩;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遵循青少年成长

规律,积极探索适合公安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特点的方法,

履行好 «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

法定职责,使爱心工作站的工作充满生机活力.充分发挥基

层派出所的职能作用以及公安系统广大退休干部的重要作用,

参与社会治理,在保护、关爱、教育、引导青少年等方面主

动作为,为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二、主要任务

(三)铸魂育人.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铸魂育人,组织社区民辅警、退休民警进学校、社

区、村屯、企业,用青少年听得懂、能理解的语言,深入宣

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引导广大青

少年把党的二十大精神植根于心,把自己的命运融入到党和

国家前途命运当中去,爱党、爱国、爱人民,立志成才,努

力工作,建设祖国,建设家乡.

(四)道德教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倡导践行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引导青少年养成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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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品质和良好的道德情操,坚定理想信念.

(五)赓续血脉.坚持用符合青少年成长规律特点、喜

闻乐见的方式,常态化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

人”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传承根植黑龙江大地的东北

抗联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大力弘扬党

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筑牢理想信念之

基,夯实追求梦想之路.

(六)普法先行.持续开展 “关爱明天、普法先行”青

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通过法治报告会、普法大讲堂、英

模进校园形式以及 “法进校园” “法进社区”活动,权威宣

传解读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家庭

教育促进法»等法中常见的法律问题,普及法律知识,教育

引导青少年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和能力.开展

法律知识竞赛、模拟法庭和青少年维权岗等活动,教育引导

青少年运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准确把握当代青少年的

思想状况、行为方式和需求实际,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切实

解决青少年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法律知识需求,有效

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

(七)筑牢阵地.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有关部门持续开展

反渗透、反颠覆、反邪教斗争,呵护青少年纯净的心灵、稚

嫩的思想.持续加强情报引领,深入开展专项行动,强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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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域管控,坚决筑牢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在全省中小学和

省属高校开展 “反邪教警示教育进校园”专题活动,针对学

生的非法传教活动,开展专项摸排和依法处置.

(八)预防犯罪.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有关部门重点打击

涉及未成年人黑恶势力犯罪,深入开展 “团圆”等专项行

动,严厉打击拐卖、虐待、性侵、猥亵等侵害未成年人权益

的违法犯罪活动,着力为青少年营造安全、健康成长环境.

帮教失足和问题青少年,耐心细致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帮

助他们痛改前非,返回校园,重新就业,走上正道;防微杜

渐、未雨绸缪,纠错于青萍之末,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

问题,坚持 “超前预警” “临界预防”,做好教育疏导工作,

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

(九)禁毒宣传.持续深化禁毒宣传教育,利用 “６１”

禁毒法颁布纪念日、“６２６”国际禁毒日等时间节点,开展

禁毒宣传活动,发放禁毒宣传品,让更多青少年了解毒品的

危害,远离毒品;加强对大中小学生的防毒拒毒宣传教育,

防患于未然,防止毒品进入大中小学校;持续深化校园毒品

预防教育工作,进一步提升在校大学生对新型毒品的认知和

抵御能力,为广大青年学生系好禁毒教育的 “第一颗扣子”;

帮助染上毒瘾的青少年戒毒,让他们重返校园或重新就业.

(十)维护权益.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关爱服务青少年,

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为青少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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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护航,推动 “公安网格”“社区网格”“综治网格”等多

网融合,为青少年打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发动多元力量,主

动联合关工委、妇联、学校、社区和社会公益组织,从青少

年诉求收集、涉及青少年问题解决、社区隐患排查等方面入

手,宣传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知识,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

骗,全方位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十一)帮扶助学.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积极组

织开展关爱帮扶活动,动员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参与关心下

一代光彩事业,为贫困中小学生、农村贫困留守儿童捐款捐

物,奉献爱心,帮助他们走出生活困境、人生低谷,完成读

书和就业梦想.

(十二)护校安园.督促指导中小学、幼儿园加强校园

保卫工作,推动校园智慧安防建设,全面落实 “高峰勤务”

“护学岗”等制度,强化校园周边治理和巡逻防控,保护中

小学生人身安全.发挥熟悉社区、熟悉人员的优势,协助有

关部门对学校及周边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排查,防范、化解

各类侵害中小学生权益和人身安全行为,清除隐患.深入开

展校园安全、法治宣讲工作,持续深化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进一步增强中小学生人身安全、交通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

会同教育部门联合整治学生欺凌,严厉打击抢劫、殴打学生

的校外闲散人员.

(十三)耐心帮教.对刑满释放青年、问题青少年、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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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青少年进行耐心细致地帮助教育.采取一帮一、多帮一或

一帮多的形式,对失足失范、归正矫正、涉罪涉毒青少年进

行耐心帮教,帮助他们改邪归正、树立信心,重新走上

社会.

三、组织实施

(十四)加强组织领导.要坚持 “党建带关建”原则,

进一步争取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发展更多退休民警

参加关爱工作站工作.理顺和完善领导机制,各级关工委和

公安机关要密切,配合共同抓好派出所关爱工作站建设,结

合实际细化工作站的工作目标、职责任务、组织构架,保障

工作站的工作和活动顺利开展.各级公安机关党委要提高政

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把工作站建设当作一件大事牵头

抓,加强统筹谋划,认真研究部署.各级关工委要充分发挥

党委议事协调机构的统筹协调、议事协商、服务指导职能,

加强对关爱工作站的工作指导、组织协调,帮助解决实际问

题.推动各级关工委成员单位发挥职能作用,持续加强对工

作站工作的支持和配合,帮助出谋划策,推进工作落实,让

工作站尽快建立起来,工作尽快运转起来,活动尽快开展起

来,效果尽快显现出来,不断提高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

范化水平.

(十五)明确建设标准.派出所建立爱心工作站,可单

独建立,或与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建立.工作站成员由在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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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辖区居住的退休公安民警、社区民警、辅警、网格员、治

安志愿者等人员组成,发动群防群治力量积极参与.工作站

站长由派出所教导员担任,副站长由退休民警担任,主抓日

常工作.工作站的成员应相对固定,可跟据各派出所实际警

力和工作需要确定,派出所要积极动员、聘请辖区年龄适

宜、有工作热情、熟悉群众工作方法的退休民警参加工作

站,退休民警人数以３－５人为宜.建立爱心工作站要坚持

实事求是,既要应建尽建、能建必建,又要从实际出发,不

搞形式主义和一刀切.个别边远地区派出所警力少、没有退

休老民警、辖区青少年人数较少的,经上级公安局同意后,

可以不建或缓建工作站.

(十六)强化运行保障.爱心工作站的办公地点设在派

出所或者社区.工作站应悬挂统一标识,标识样式由省关工

委确定.各级关工委、老干部局要支持公安局为工作站提供

必要的经费保障和聘请人员补助.确保工作站办公有地点、

活动有场所、宣传有阵地、经费有保障、工作能运行,真正

将工作站打造成关怀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的 “爱心”驿站,

做到组织健全、业务过硬、活动经常、成效显著,实现将关

工组织延伸到基层派出所的工作目标.

(十七)健全运行机制.要构建公安局主抓、关工委配

合、关工委成员单位和社区积极参与、爱心工作站主动作为

的常态联系、协同行动工作机制,形成退休民警、社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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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辅警、网格员和社会各方力量协同联手的组织体系和工

作格局,确保工作站开展工作畅行、组织活动顺利.要建立

理论学习、业务培训、联席会议、法治教育、结对帮教、扶

贫济困等各项工作制度,用制度来约束和规范工作站工作有

序进行、活动有效开展.

(十八)发挥五老作用.要认真做好公安新五老入列工

作,积极动员选配政治素质高、热心公益事业、具有奉献精

神的新退休的老干警参加爱心工作站的工作,不断壮大工作

站队伍,发扬五老精神,充分发挥他们在教育引导和关爱保

护青少年方面的优势作用,激励他们尽快进入角色、担起重

责、作出贡献.鼓励五老在工作站担任法治宣讲员、治安监

督员、网络舆情监测员、矛盾调解员、治安线索信息员、青

少年心理咨询员等.同时,还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组织

五老进行学习培训,提高他们做好关爱工作的能力水平.

(十九)注重品牌建设.要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宣传关爱

工作站的故事、先进典型事迹、先进经验做法等,营造舆论

氛围,扩大工作站的影响,吸引更多爱心人士参与到关心下

一代光彩事业中来,推动全社会共同关心青少年成长成才.

充分发治安、刑侦、禁毒、交警等警种的优势作用,与工作

站结对联建,在工作站自身建设、活动开展、作用发挥方面

干出亮点、创出特色,打造一批作用发挥好、社会影响大的

品牌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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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探索共建模式.要积极探索站企、站校、站区

(社区)以及和其他有关单位共建形式,活动联办、资源联

用、协调发展,形成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困难互帮、双

向发力”的关爱工作新模式,统筹抓好推进,协作开展工

作.在此基础之上,还应该积极探索工作站其他构建模式,

形成服务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强大合力,让工作站不断提质增

效,充满生机活力.

(二十一)开展调查研究.加强对爱心工作站建设、运

行和效果以及解决存在问题的办法进行调研,重点针对青少

年的现状开展调研.当今青少年具有思想的独立性、性格的

封闭性、心理的逆反性、情绪的多变性特点,只有通过调查

研究,准确把握青少年的心理特点、行为规律、价值取向、

性格差异,才能有的放矢地开展关爱活动,取得事半功倍的

关爱效果.

(二十二)总结工作经验.爱心工作站是新生事物,成

熟有效的经验做法不多.各地关工委和各工作站要在深入调

查研究基础上,掌握工作站特有的工作规律、活动特点,总

结工作站工作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好经验、好做法,将实践上

升为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并注重宣传推广,供其他市地

建立工作站学习借鉴.

四、保障措施

(二十三)督促检查.省关工委在对各市 (地)关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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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工作督查调研中,把关爱工作站建设作为一项重点内

容,深入了解工作站建设和活动开展情况;各市 (地)县

(市、区)关工委、公安局每年要对工作站进行一次检查;

县 (市、区)公安局关工委每半年要对管理的爱心工作站进

行督促检查.对督促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指导、帮

助解决.

(二十四)目标管理.各级公安机关党委要深入贯彻落

实 «意见»«细则»精神,加强对关爱工作站的领导、重视

和支持,把工作站工作纳入各级公安机关年度党建目标责任

制管理考核体系,与其他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强

力推进工作站建设,推动关爱工作高质量发展.

(二十五)评比表彰.省关工委和省公安厅每两年进行

一次 “优秀爱心工作站”评选表彰,对工作业绩突出、表现

优异,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富有成效,取得较大社会反响

的工作站命名为 “优秀爱心工作站”荣誉称号,以榜样的力

量,助推工作站的建设,为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为青少年

成长成才多做贡献.

抄送:省直机关工委、省教育厅、省司法厅、北大荒集团、龙江森工

集团、伊春森工集团、哈尔滨铁路集团公司、省邮政管理局关

工委.

黑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１３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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