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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工作汇报篇一

县特殊人群专项组办公室始终把有肇事肇祸倾向的精神病人、
吸毒人员、“邪教痴迷者等高危人员的管控和救治工作作为
社会管理的重中之重。目前，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排查和
管控工作由公安、卫生、民政和残联等四个部门各司其职，
相互配合。公安机关对在家治疗的精神病人进行管控；卫生
部门负责精神病人的救治；民政部门在病人家庭有困难的情
况下提供社会救助，帮扶病人及其家庭；残联负责对已申请
办证（残疾证）的精神病人进行残疾等级鉴定和帮扶工作。

工作中，卫生、民政部门和公安机关相互配合，落实对强制
治疗人员的管控措施。通过加强预防，协同管控，高效处警，
做到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将事情解决在苗头阶
段。一是进行上门访问，探访了解情况；二是加大街面巡查
力度。目前，我县肇事肇祸精神病人都处于管控当中，并未
出现漏管失控的情况。县特专组成员单位就加强特殊人群服
务管理进行有效探索，综合运用多种措施，扎实做好易肇事
肇祸精神病人管理，确保痴迷者、吸毒人员、易肇事肇祸精
神病人“有人管、不脱管、不失控、管得住、管得好”。

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工作汇报篇二

县司法局加强同各成员单位、各相关部门的沟通和联系。司
法所建立健全了刑满释放人员和社区服刑人员的报到登记、



建档立卡、走访谈话等衔接程序和工作制度。各成员单位分
别结合工作职能，积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特殊人群管理
和服务工作，派出所协助司法所定期核对两类人员的基础信
息，有效预防社区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的脱管漏管，民
政部门积极落实优惠政策和帮扶措施，将社区服刑人员和刑
释人员中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无亲可投的“三无人员”及
暂时无就业收入的困难对象，纳入低保、社会救济等政策范
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有劳动能力和求职愿望的特殊
人群实行登记、免费开展职业指导和技术培训，为他们择业
创造有利条件。

虽然成员单位在特殊人群管理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
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工作人员不足，宣传力度不够
和专门机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缺乏等。这些问题我们将在
今后的工作中，严格按照市综治委的安排和部署，围绕重点
任务，发挥工作职能，有条不紊的向前推进，以保证全县特
殊人群社会管理服务工作措施的落实，更好地服务平安建设。

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工作汇报篇三

一是卫生防疫部门规范工作流程，强化管理人员精神卫生知
识培训和定期开展基层工作督导。认真组织落实做好精神病
人管理和随访工作。

二是民政局联合卫生防疫等相关部门，不断完善工作流程，
加强对精神病等社会闲散人员的跟踪管理。

三是加强我县艾滋病人的管理，卫生防疫部门建立综合预防
和控制艾滋病人肇事肇祸行为的长效机制，协调有关部门定
期召开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定期对基层工作开展督导。

四是认真组织落实艾滋病人管理和随访，加强对高危行为的
干预工作。制定艾滋病人治疗管理工作计划，确定重点控制
的目标人群，认真开展艾滋病排查，有针对性地开展综合防



治工作。

五是加强对市民开展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工作，有计划地
在流动人员、中学生及社区当中开展艾滋病预防知识的宣传
普及工作，鼓励和支持有关组织和个人依照《艾滋病防治条
例》规定，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

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工作汇报篇四

县民政局针对社会闲散人员管理制定了管控措施，明确任务，
落实责任，通过积极配合，强化了服务管理，并取得一定的
效果。一是完善排查机制，及时掌握社会闲散人员动态信息。
加强对社会闲散人员的摸排工作，将每位人员纳入管控视线，
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掌握闲散人员的分布状况、基本
情况、特征信息，做到“三清”，即人员底数清、家庭情况
清、心理特征清。二是完善救助机制，努力提高工作水平。
积极通过与社会闲散人员谈心等方式，掌握社会闲散人员思
想状况，指出其错误思想和发现不良苗头，及时指正和施教。
三是完善监管机制，强化管理。积极鼓励群众发现有不良行
为或者从事非法活动的闲散人员，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
开展巡查救助，加大对闲散人员的管理和整治力度。四是完
善责任机制，加强社会闲散人员管理工作。实行“一把手”
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层层抓落实的责任机制，健全
了工作队伍，明确了职能分工。

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工作汇报篇五

县司法局根据各监所提供的信息数据、文书材料，及时掌握
刑满释放人员基本情况，有计划地组织司法所对辖区回归人
员进行摸底排查并核实登记，摸清底数录入信息库；其次，
各司法所加强与辖区派出所、社区的密切联系，定期走访，
对辖区内的刑释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摸排，建立刑释人员与
司法所、派出所、社区以及家庭“四位一体”的帮教模式。



实行一人一档管理制度，对劣迹较深，有可能重新犯罪的重
点帮教对象，责任到人，实行“三包”（包管理、包教育、
包思想转化），努力做到不失控、不漏管。根据每个人的特
点、专长情况，分类帮教，制定帮教个案，由专人负责落实
跟踪帮教措施，一方面加强对其思想改造，使其丢掉好逸恶
劳的恶习，一方面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免除其后顾之忧，
提升了刑释人员帮教工作针对性，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帮教理
念。

我们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切实帮助刑释人员解决就业等实际
困难。首先，积极为刑释人员的安置提供便利条件。一是回
乡安置。对农村籍回归人员，司法所及时与村委会联系，帮
助落实责任田。二是输出安置。根据刑释人员的专长，推荐
他们到厂矿等部门就业。三是鼓励自谋职业。对短期内无法
找到工作的刑释人员，积极创造条件，鼓励他们以不同形式
到社区从事个体经营，实现灵活就业。其次，提供政策指引
的帮扶途径。对存在生活困难、病患等情况的刑释人员，提
供政策信息的指引，积极协助该类弱势人员向社保、民政、
劳动等有关部门争取扶持，缓解其实际困难，协调民政部门
将符合低保条件的对象纳入低保范围，对不符合的联合有关
部门帮助他们解决临时性救济；最后，提供技能培训的帮扶
途径。根据个人需求不同，对回归人员采取免费提供就业信
息、组织劳动技能培训等办法，为他们就业提供便利。通过
核实刑释人员本人及其家庭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帮教措施，
并加强针对帮教对象的法制宣传力度，极大地维护了社会稳
定，避免重新违法犯罪情况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