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冬送温暖活动方案及策划 寒
冬送温暖活动方案(优秀5篇)

为保证事情或工作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开展，常常需要
提前准备一份具体、详细、针对性强的方案，方案是书面计
划，是具体行动实施办法细则，步骤等。那么方案应该怎么
制定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给大家介绍的方案范文的相关内
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幼儿园冬送温暖活动方案及策划篇一

今年寒潮提前来临，为确保困难群众和流浪乞讨人员温暖过
冬，根据《四川省民政厅办公室关于开展流浪乞讨人员“寒
冬送温暖”专项救助的通知》（厅办〔2021〕48号）要求，
我局定于2021年10月下旬至2022年3月底，在全县开展“寒冬
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

一、深入开展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各乡镇（街道）社事办要
进一步完善主动发现机制，组织实施“大排查、大走访、大
救助”，及时了解、掌握辖区内困难群众，特别是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等低收入人口和易走失人员生活情况，做到早发现、
早上报、早救助。要高度关注城乡低保、特困、易返贫致贫
人口和易走失人员中生活困难的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
低收入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中重病、重残人员，高质量落
实低保、特困和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政策。推动落实专项救
助政策，鼓励支持社会慈善力量参与救助帮扶。要全面应用
天府救助通智慧救助平台，优化审核确认流程，确保低保金
及时足额发放到位。实施急难型临时救助，积极运用“先行
救助”方式，切实增强临时救助时效性，有效帮助困难群众
渡过难关。

二、深入开展街面巡查转介服务。各乡镇（街道）社事办要
细致排查隐患，做好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流出、流入基本情况



掌握和甄别。要加强与当地派出所、城市管理部门协调联动，
加大街面巡查力度，对寒冬期间流浪乞讨人员可能露宿的建
筑工地、车站、商业区、交通要道、桥梁涵洞、拆迁区域、
废弃房屋、城乡接合部等重点区域实行地毯式摸排，劝导、
引导流浪乞讨人员接受救助，对其中残疾人、未成年人、老
年人和行动不便人员，应护送到县救助管理机构接受救助，
对突发急病人员要及时送医院救治。设立临时救助点，提供
防寒保暖的衣物、棉被、食品等物资，确保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工作做到早发现、早报告、妥善处理。

三、压实流浪乞讨救助管理工作责任。各乡镇（街道）社事
办要及时向主要领导汇报，成立“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工
作领导小组，加强统筹协调，明确工作职责，确保“寒冬送
温暖”行动扎实有效开展。制定切实可行的`救助方案，对发
现的流浪乞讨人员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进行救助安置，
属外地区的救助人员要第一时间报送派出所做好基本信息调
查，并及时与县救助管理机构联系。（古蔺县救助管理站值
班电话：xx）要压实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责任，杜绝因
过失、失职或工作不到位造成流浪乞讨人员冻饿死伤等极端
事件发生。

四、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和宣传引导。各乡镇（街道）社事办
全面落实工作值班、领导带班、首接负责、岗位责任和跟踪
检查等制度，积极做好各种突发事件的救助应急准备。要扎
实做好卫生防疫工作，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规定要求，完善定
点医院联系制度，及时救治突发急病人员，建立完善传染病
预防机制，及时处置被感染病人和密切接触者，防止疫情扩
散。要通过广播、微信、微博、网络等多种方式，加强救助
管理政策法规宣传，提高群众知晓率，引导群众或流浪乞讨
人员主动求助。要加强涉及流浪乞讨人员舆情监测，做好舆
情应对处置工作。

各乡镇（街道）社事办要认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牢固“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高度重视“寒冬送



温暖”专项救助行动，自觉将专项救助行动与党史的学习教
育成果转化结合起来，与深入开展“解忧暖心传党恩”活动
结合起来，把困难群众和流浪乞讨人员的生活和安全当做大
事、要事来抓，积极主动作为，寒冬传递温暖，确保应救尽
救、应保尽保，确保城乡低保等困难群众、流浪乞讨人员温
暖过冬，杜绝因工作不当、不力而造成冲击社会理论底线的
事件发生。

各乡镇（街道）社事办开展专项救助行动的情况，于2022年3
月10日前报县民政局社会救助股，典型案例及时报送。

幼儿园冬送温暖活动方案及策划篇二

牢固树立“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切实加强生活
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帮助街头流浪乞讨人员安全温
暖过冬。神木市民政局决定从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寒
冬送温暖”专项行动。

一、广大市民发现流浪乞讨人员时，应当采取积极帮助措施，
告知、引导其向神木救助管理站求助。

二、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街头、广场、商业区、车站、涵洞、
废弃拆迁房屋等人流较大的地方发现流浪乞讨人员时，特别
是其中的危重病人，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应当及时拨打120
急救中心电话告知，同时拨打110报警电话，也可直接与神木
市救助管理站联系：xx。

三、各镇街、各村（居）委会要发挥前沿阵地作用，积极参
与冬季街头救助宣传和预防工作，确保街头救助有重点、无
盲点、全覆盖。

四、我们欢迎、提倡、鼓励民间组织、慈善机构和更多的志
愿者、社工队伍关心、关注并参与冬季街头救助工作，为受
助人员服务，共同构筑神木区域内完备的冬季街头救助网络



体系。

五、对于以乞讨为职业的人员，他（她）们多数以身残、重
病来博取人们的怜悯和同情，请大家不要盲目在现场给予资
金帮助，应劝导其到救助站接受救助。而对街头乞讨现象，
请大家提高警惕，以免让您的爱心受到欺骗。

市民朋友们，“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您的一个电话，就
可以挽救一条生命，您的一次援手，就可挽救一个坠入困苦
的家庭，而您自身也将得到无比的快慰！

神木市救助管理站救助热线电话：xx。

幼儿园冬送温暖活动方案及策划篇三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在“两节”期间，结合开展党的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通过丰富多彩、形式
多样的送温暖慰问活动，让困难企业和困难职工切实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企业特困职工;

(三)已进行失业登记的特困失业人员。

上述特困职工和特困失业人员是指本人及家庭因病、因灾、
因家庭成员变故、夫妻双下岗以及其他原因，导致家庭生活
严重困难，当前生活状况属于本地区、本单位的特别困难人员
(家庭人均生活水平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

送温暖慰问活动从x年x月x日开始，至x年x月x日(元宵节)结
束。

“春节”送温暖慰问活动分四个阶段组织实施：



(一)第一阶段：准备阶段(从发文之日起至11月30日)

1、各企业主管部门、县直有关单位和企业对本级、本部门困
难人员进行走访摸底，并按照本方案要求，确定拟慰问的企
业和人员名单。困难企业经主管局确认，本企业或社区确认
并张榜公示后，及时报送申报材料。如发现上报的材料不实，
存在擅自扩大慰问对象和范围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2、各单位和企业结合实际情况，将送温暖活动作为开展“下
基层、解民忧、办实事、促发展”活动的一项重要任务，有
针对性地制定20xx年“两节”期间的送温暖慰问活动安排。

(二)第二阶段：宣传阶段(x年12月1日至x年x月x日)

结合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通过电视、广播、
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送温暖慰问活动的意义，
大力宣传送温暖活动中涌现出的感人事例和历年送温暖活动
所取得的成效，推动全社会形成关心帮助困难职工的良好氛
围。

(三)第三阶段：慰问阶段(x年x月1x日至x年x月x日)

1、深入基层慰问。集中人力物力，通过走访慰问、结对帮扶、
驻村蹲点等方式，深入了解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生活状况，努
力协调解决基层反映比较集中的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
劳动关系等问题，防止慰问走过场、流于形式，真正做到送
温暖活动进家庭、走企业、访贫困、问冷暖，关心职工疾苦，
了解企业困难，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2、开展慰问方式。一是坚持分类指导，务求工作实效。针对
困难企业和困难人员的不同困难程度、不同致困原因、不同
帮扶需求等情况，采取“送政策、送岗位、送培训、送物资、
送资金”等多种慰问形式。二是把下基层慰问活动同本单位
的日常工作紧密结合。开展维护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报酬权



等维权活动，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切身利益。三是丰富活动
内容，促进社会和谐。有条件的单位、企业通过各种形式帮
助外来务工人员顺利返乡过年，通过组织开展游名胜、看电
影、办晚会、吃年饭等系列活动，丰富外来务工人员的精神
文化生活，让他们在我县度过一个欢乐、温暖、祥和的新春
佳节。

3、严守工作纪律。送温暖慰问活动中，严格做到轻车简从，
简化接待，踏实工作，认真解决问题，不作表面文章。严格
执行廉洁自律有关规定，不收受礼品，不给困难企业和困难
人员增加负担。

(四)第四阶段：总结阶段(x年x月x日―x月x日)

企业各主管部门、县直相关单位和企业对本部门开展的送温
暖慰问活动情况、典型经验和创新做法进行及时总结，并
于20xx年x月x日上报县人社局。

县人社局将尽快与当地财政部门协调，提前落实慰问资金。
各单位和企业在送温暖资金的筹集、管理、使用过程中，应
严格遵守财务制度，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有序的原则，
规范程序、加强监督，确保送温暖资金真正用于困难企业和
特困人员。

县直各相关部门务必于x年x月x日前将《x县特

困企业和特困人员类别统计表》和《困难企业特困人员职工
和失业人员生活状况一览表》一式一份报县人社局办公室。

幼儿园冬送温暖活动方案及策划篇四

大爱无言，真情无疆。爱是一片冬日的阳光，使饥寒交迫的
人感到人间的温暖;爱是沙漠中的一泓清泉，使身处绝境的人
重新看到生活的希望;爱是一首飘荡在夜空里的歌谣，使孤苦



无依的人得到心灵的慰藉;爱是一片洒落在久旱的土地上的甘
霖，使心灵枯萎的人感到情感的滋润。

“情暖冬日,爱暖夕阳”

随着寒流的到来,长春已经迎来了数次降温,然而,我校保卫处
以及我校周边几个轻轨站协管老人和环卫工人仍奋斗在工作
的第一线,此次活动,在萧瑟的冷风中,将热水送到他们手中,
让他们即使在冬日,也可感到春天的温暖。

通过开展此次冬日阳光送温暖活动，使工作在第一线的门卫,
轻轨老人以及环卫工人感受到了大学生志愿者对他们的关爱，
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的.良好形象，切实解决了轻轨老人、环卫
工人在工作中饮水困难的问题，时刻将弱势群体冷暖记在心
头，以达到送温暖的活动目的。在今后的日子里，化学与环
境工程学院“青鸟”志愿者团将广泛开展各类扶贫助困送温
暖活动，更扎实、更细致作好送温暖工作，传递真情，传递
爱心，把关爱的触角延伸到每个角落。

20xx年11月31日

长春理工大学校内以及周边

“青鸟”志愿者团全体成员

以“送一杯热水,温暖一颗心”的形式将温暖送至工作在第一
线的门卫、轻轨老人以及环卫工人心中。

准备暖壶、茶杯茶叶等活动工具

无

3、整理活动物品，活动宣告结束,全体人员开会进行活动总
结。



全体人员准时集合,以饱满的热情和良好的形象参与进此活动
中。

此次活动虽然规模不大,但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让那些在寒
风中仍旧坚持工作的轻轨以及环卫工人感到了温暖,同时展现
了长春理工大学学生的良好形象,可以号召更多的志愿者参与
进此活动中。

此次活动规模较小,活动的场地就在学校内以及周边,可谓是
近在咫尺;而参与活动的人员由本团人员组成，约有十几人，
队伍并不庞大。因此，本次活动成本较低，人员不复杂，而
且大家对活动场所较为熟悉，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并且此次
活动具有较高的意义，实施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幼儿园冬送温暖活动方案及策划篇五

20xx年岁末至今，寒潮来袭，福建省市大部分地区多次出现
强降温。为了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的生存权益，各级民政部门
和救助管理机构第一时间吹响救助号角，密切关注街面生活
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动态，建立了以公安、城管、民政等多
部门参与的街面巡查制度，广泛发动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社
会力量参与“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

20xx年12月6日，泉州市救助管理站和海西社工组成的救助小
队在泉州江滨北路小桥上发现一名小伙子，只见他身着有些
发灰的黑色旧运动装，盖着一张单薄的被单，躺在桥边草席
上睡觉。

救助小队通过与他耐心交流，初步了解到小伙子年仅25岁，
贵州人，因半年前与父母发生矛盾，一气之下离家，近期又
遭遇感情问题，万念俱灰，在外流浪并靠着拾荒为生。交流
中，小伙子的语气里透露出悲观与轻生的念头，工作人员耐
心给予心理疏导，提议帮其联络家人。临走时，还为其留下
了热水、食物、棉被等生活物品，保障其基本生活。



7日早上，工作人员通过多方联络查询，终于联系上了小伙子
的父亲，其父表示非常想念儿子，希望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
和社工能够帮忙将小伙子劝回家，自己也会尽快赶到泉州。

9日下午，工作人员再次来到小桥探访小伙子，通过连日来的
心理疏导，小伙子的精神状况有了明显好转，对回归家庭产
生了渴望。

14日一早，小伙子的父亲和表哥赶到泉州市救助管理站。在
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带领下一起来到小桥。当小伙子看到家
人出现在自己面前时，仿佛呆了似的，久久不能言语。父亲
开口说出第一句话：“一起回家吧。”小伙子不自觉地流下
了热泪，带着感动和愧疚的心情不断地点头。之后，一行人
将小伙子接到救助管理站，换上干净整洁的衣服，精神焕发
地跟着父亲回家了。

“很多流浪乞讨人员是因为家庭矛盾、情感受挫等各种原因
而被迫流浪，泉州市救助管理站和海西社工将‘寒冬送温
暖’专项救助行动形成常态化，让流浪人员早日回归家庭，
让乞讨人员早日找回自我、融入社会，便是救助工作者最大
的愿望。”泉州市救助管理站站长蓝志坚说。

泉州市救助管理站持续通过购买服务引入专业社工介入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服务，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能力，有效地
将站内救助和站外救助，物质救助和心理救助相结合，在给
予流浪乞讨人员物质生活保障的同时，帮助流浪乞讨人员疏
导心理情绪，改变偏差行为，找到生活的支撑点，重新建立
社会支持网络系统，从而更好地回归家庭、社会。8年来，共
服务11000多人次。

“我们通过网络、微信、活动现场发放倡议书等多种方式宣
传寒冬救助措施，拉近市民与救助管理站、受助人员的距离，
让市民进一步了解救助管理工作，更加理性地关爱、帮助弱
势群体。”漳州市救助管理站站长张霞说。



20xx年1月10日，漳州市救助管理站受邀以110应急联动服务
系统成员单位身份参加了“人民至上110，勇毅护航新征程”
的主题宣传活动。

上午，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与弦歌社工、义工协会爱心志愿
者组成宣传队伍，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印有救助管理站logo
的环保购物袋、牙签盒、瓶装水等物资，现场向广大市民宣
传救助管理政策和服务内容，耐心讲解发现流浪乞讨人员后
该如何报警及救助，提升市民对救助管理工作的认识，呼吁
市民关注、关心流浪乞讨人员，理性施救，积极推动形
成“全民救助”良好氛围。当即就有市民表示：“以前遇到
流浪人员时没怎么在意，现在我明白需要怎么做了。”

“活动当天是油焖大虾、什锦豆腐、煎鸡蛋，配上米饭。每
天的菜谱都不同。”张霞说。市救助管理站还联合弦歌社工
服务中心、漳州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等多家社会组织和志愿
者，定期开展“为爱做道菜”民生活动，为环卫工人和流浪
乞讨人员送上一份丰盛热乎的“爱心餐”，温暖了他们的身
心，让他们感受到了社会对他们的关怀。

除此之外，漳州市救助管理站通过社工联动义工模式，开
展“街友关爱行动”，目前已发展100多名志愿者，形成了较
为完善的街面流浪乞讨人员发现报告机制。

农历腊月初八，南平市邵武救助管理站与臻和社工一行来到
易流浪走失困难对象赵某家中，为他们送上了准备好的八宝
粥、食用油、大米等生活物品以及节日祝福，并向其家庭成
员详细了解赵某的生活情况、身体健康状况及就业情况，做
好回访记录。

“感谢救助管理站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及时传递
党和政府的关怀，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困难，把日子越过越好。
”赵某的父亲满含感激之情地对工作人员说。“看着你们一
家人一年比一年好，我们很开心……”南平市邵武救助管理



站站长王靖鼓励赵某一家要保持乐观的心态，树立生活的信
心，努力创造幸福生活。

20xx年6月，南平市邵武救助管理站联合臻和社工为生活困难
的易流浪走失人员免费配发“智能定位手环”，帮助家属变
被动寻找为主动看护，切实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救助。

在对多家易流浪走失人员进行回访时，工作人员了解到返乡
困难群众胡某暂未办理残疾人证，便积极主动与残联对接，
咨询了解办理残疾证的流程，并陪同胡某到医疗机构诊断，
到行政服务大厅残联窗口办理办证申请等手续。最终在工作
人员与社工的协助下，胡某顺利领到了残疾人证。胡某拉着
工作人员的手，激动地说：“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谢谢了!”

寒潮期间，南平市邵武救助管理站会同公安、城管等部门，
对流浪乞讨人员集中活动和露宿区域，开展高频率、地毯式
巡查劝导，护送街面流浪乞讨人员进站接受救助，并将其中
的患病人员送医救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