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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随父母或监护人离开户籍地，跨县域异地居住6个月以上、不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纳入监测范围

我国首个流动儿童关爱保护政策出台

桥上飞虫聚集如下雪，是在集体“找对象”
专家释疑：为了繁殖，说明当地水质较好

9月1日晚，湖南省汉寿县沅水大桥上出现了大量的虫子，“如下雪般附
着在桥梁上，路上堆了几厘米厚”。相关视频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有网友
担心可能是地震的前兆。汉寿县卫健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场的生
物为蜉蝣，对人体无害。那么，为何蜉蝣会大量出现呢？9月3日，现代快报
记者采访了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博士詹志鸿，他表示，蜉蝣如此大量聚集，
是为了繁殖，同时也意味着当地水质较好。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孙玉春 徐梦云

从网传视频来看，沅水大桥桥
面上空有很多小虫，在路灯的照射
下，能看到昆虫透明的翅膀。一些
车辆停在桥上，也有车辆尝试启动
行驶，但是由于打滑无法前行。有
视频拍摄者称，因为桥面飞虫较多，
车辆行驶时打滑，对交通造成影响，
还发生了交通事故。

“这么多虫，肯定有什么预兆”
“ 密 集 恐 惧 症 ”“ 我 以 为 是 下 雪
了”……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讨论，
还有网友认出这是蜉蝣，吟出《赤壁
赋》中的“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
一粟”。

据报道，2022年9月，湖南沅江
多地也出现了“蜉蝣集体暴发”现
象，当时沅江市委宣传部官方公众
号曾科普：繁殖期的蜉蝣（成虫）会

到处乱飞，数量看起来非常多，对人
类几乎没什么影响，对农作物也没
有破坏，因为这些蜉蝣成虫的进食
器官已退化，不会再啃食任何东西，
它们几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
于繁殖交配等，一般存活期为一
天。蜉蝣大量出现，说明生态环境
变好了。

除了湖南沅江，今年三月份，在
西双版纳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西
双版纳动植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认
为，这是水质变好的标志。蜉蝣可
以被看成天然的水质检测器，如果
水体富营养化、酸化，有农药残留
等，蜉蝣就无法生存。

那么蜉蝣一般会出现在哪些地
方呢？为什么会大量出现呢？9月
3日下午，现代快报记者采访了南京

农业大学昆虫学博士詹志鸿，得知
在湖南出现蜉蝣大量聚集的现象
后，他说，美国每隔几年就会有此类
现象，在美国中西部如伊利诺伊州、
印第安纳州等是靠近湖泊，或者河
道经过的地方，蜉蝣会大批量地出
来，多到在卫星图上都能看到，像乌
云一样，密密麻麻的。

詹志鸿解释，蜉蝣如此大量聚

集，是为了繁殖。蜉蝣的种类很多，
其幼虫在水底生活好几年，每隔几年
出来一批，遇到外界温度、湿度等气
候条件合适时，会形成较大的数量。

对于蜉蝣和人类的“相遇”，他
认为，即使蜉蝣聚集在交通路线上
或者被人大量踩死，总有一部分会
落到水里，而蜉蝣的一只雌虫就可
以产上百只卵，产得实在太多了，只

要不破坏其生存的环境，对蜉蝣这
种物种的生存不会有大的影响。而
且蜉蝣在变为成虫之后，生命本身
就很短暂，不像蝗虫之类昆虫可以
活那么久，人们往往更重视其聚集
活动对道路交通等的影响。

此外，詹博士表示，蜉蝣确实对
水质有比较高的要求，蜉蝣大量出
现，是当地水质较好的一个证明。

流动儿童来到陌生的城市，只
有融入居住地的生活才能有归属
感，这次出台的《加强流动儿童关
爱保护行动方案》要求，各地要动
员企业、专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
者、志愿者等，通过开展城市文化
介绍、社区环境熟悉等活动，促进
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生活。

这个正在苦练中国式摔跤的
小姑娘叫李依琳，今年 9岁，由于
父母工作繁忙，之前每年的寒暑
假，她都会被父母送回老家，刚刚
过去的这个暑假，她参加了社区的
兴趣班，不用再跟父母分离了。

今年夏天，青岛市依托社区、
镇街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等平台，
开办了两千多个免费的兴趣班，为
社区流动儿童提供兴趣辅导、日间
托管等服务，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
城市生活。

在江苏苏州，流动儿童占到儿
童总数的 30%，11 岁的小倪跟随

父母从安徽来到这里上学，远离家
乡来到陌生的城市生活，通过参加
社区儿童关爱之家的活动，让他逐
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环境。

“关爱之家”是关爱服务流动
儿童的重要载体和平台，由社区干
部担任专业儿童主任，通过专业社
工队伍入户走访开展危机评估、需
求评估、服务介入、资源链接等工
作，保障流动儿童享受医疗、教育
等保障的同时，还利用社会力量提
供专业服务，帮助流动儿童尽快融
入当地生活。

在苏州，当地团市委通过对流
动儿童较为集中的企业进行走访
摸排，设置“小候鸟”服务驿站，为
寒暑假来苏州的孩子提供暑期托
管服务，暑假结束，当地还组织了
爱心车队和志愿者开展集中返乡
护送行动，孩子们带着爱心礼包回
到家乡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综合央视、新华社

流动儿童是伴随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和人口流动性增大出现的
一类儿童群体。流动儿童长期随
同外出务工父母异地生活学习，
与居住地儿童相比，在教育、医
疗、生活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方面容易遇到障碍，部分儿
童面临监护能力不足、心理健康
关爱不足、精神文化产品供给不

足、城市和社区融入困难等问题。
《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

方案》提出，各地要认真组织开展
流动儿童监测摸排工作，将随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双方或一方离开
户籍地，跨县域异地居住或生活6
个月以上、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
年人纳入流动儿童监测摸排范围
（城市中心城区的市辖区之间异

地居住或生活的除外）。
对监测摸排发现存在家庭生

活困难、自身残疾、监护缺失、流
浪、心理和行为异常的流动儿童，
以及主动提出救助帮扶需求的跨
乡镇（街道）的流动儿童，建立重
点关爱服务对象信息台账，定期
走访探视，加强关爱保护，保障其
合法权益。

我国全面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

为了明确流动儿童在居住地
享有关爱服务的内容，《加强流动
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还制定
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
务基础清单。

方案首次建立了《流动儿童在
居 住 地 享 有 关 爱 服 务 基 础 清
单》。清单从幼有所育、学有所
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
扶、发展保障等 6 个方面梳理了
19 项流动儿童关爱服务具体内
容，并要求各地对照基础清单制

定并发布本地区流动儿童享有关
爱服务清单，明确具体服务对象、
项目、内容等，覆盖范围和实现程
度不得低于基础清单要求，并根
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政
状况等因素进行动态调整，及时
修订发布。

在夯实基层基础方面，各地民
政部门要构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
基层工作网络，选优配强儿童督
导员和儿童主任，打通关爱服务
流动儿童的“最后一百米”。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郭玉
强介绍，下一步，各地民政部门要
建立以市县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机构、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站为主阵地的流动儿童关爱
保护基层工作网络，着力推进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实体化运
行，选优配强儿童督导员和儿童
主任，各地还将加强儿童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谋划布局，在社区增
加儿童服务场所和空间，夯实基
层基础，推动方案落实见效。

构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基层工作网络

流动儿童由于各种原因跟着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离开户籍地
来到陌生的地方，他们会面临什么
样的困难和问题呢？今年6月起，
青岛市对全市的流动儿童进行了
摸底排查，共摸排出15.7万条流动
儿童数据。

在青岛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
对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来自公安、
教育、卫健等部门，以及小程序摸排
的流动儿童信息进行认真的核对，
从310多万条儿童信息中，初步筛
选出15.7万条流动儿童数据。

对于系统摸排出来的每一条
流动儿童数据，社区工作人员、儿
童主任等会逐一上门详细了解流

动儿童的监护人、家庭、孩子的安
全与生活保障、情感与教育的支持
情况等事项，并通过家庭监护能力
评估表对每一个流动儿童的情况
进行评估。

根据信息系统梳理出来的信
息，民政部门会对流动儿童的需求
进行精准分析，并有针对性地开展
关爱服务，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流
动儿童如何融入居住地的生活。

专家提醒，部分流动儿童到了
新的环境之后要适应新的同学、老
师和学习生活环境，短期内会感到
不适应，需要家长和学校共同努
力，帮助他们平稳过渡尽早融入新
的环境。

15.7万条流动儿童信息的背后

多方合力，促进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生活

记者从民政部 9
月3日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民政部等21个部门
日前出台了《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
护行动方案》，要求各地通过摸底排
查、完善保障措施、加强关爱服务等措
施，为流动儿童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创
造良好环境。这是国家层面首个面向
流动儿童群体专门制定的关爱保护
政策文件，有效填补了民生保障
领域政策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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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车辆在桥上打滑撞到一起

◀在路灯下飞舞的蜉蝣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