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暢、羅洪嘯、凱雷 實習記

者 鄒婧兮 北京報道）「六一」兒童節之際，中國13

萬孤兒保障包再升級，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全國

31省（市、區）孤兒每人每月都有至少1,000元（人民

幣，下同）政府派發的生活費，最高每月達3,200元。

兒童節前夕，多省份不僅宣布提高孤兒生活費補助標

準，還將保障範圍逐步向醫療、教育、心理健康等領域

拓展，為這些困境兒童編織起一張更堅實的守護網。

陽光驛站種下留守童希望的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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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新修改的監察
法自6月1日起施行。監察法涉及全體公職人員接受監
察調查時的權利保障，修改後的法條規定，對於涉案被
調查人員，在留置之外增加強制到案、責令候查、管護
三項措施，還將留置的法定最長時限由過去的6個月，
延長為特殊情形下的14個月。
2024年12月25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
會議表決通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的決定，
自2025年6月1日起施行。這是監察法實施六年完成首
次修改。

增強制到案責令候查等措施
據悉，修改後的監察法，授予監察機關必要的監察措
施。一是增加強制到案措施。規定監察機關根據案件情
況，可以強制涉嫌嚴重職務違法或者職務犯罪的被調查
人到案接受調查。解決監察實踐中存在的部分被調查人
經通知不到案的問題，增強監察執法權威性。
二是增加責令候查措施。解決未被採取留置措施的被
調查人缺乏相應監督管理措施的問題，同時減少留置措
施適用，彰顯監察工作尊重和保障人權、維護監察對象
和相關人員合法權益的基本原則。

三是增加管護措施。規定監察機關對自動投案或者交
代有關問題的涉嫌嚴重職務違法或者職務犯罪人員，在
緊急情況下可以進行管護，以保障辦案安全。

解決重案留置期限緊張問題
新修改的監察法對留置的最長時限也作出了調整。監

察法此前規定，留置時間不得超過3個月，特殊情況下
可以再延長3個月，即留置最長時限為6個月。修改後
的法條明確，對涉嫌職務犯罪的被調查人可能判處十年
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案件，經國家監察委員會批准或者
決定，可以再延長2個月留置期限，即最長留置時間為
8個月。
此外新法還規定：省級以上監察機關在調查期間，發

現涉嫌職務犯罪的被調查人另有與留置時的罪行不同種
的重大職務犯罪或者同種的影響罪名認定、量刑檔次的
重大職務犯罪，經國家監察委員會批准或者決定，自發
現之日起可以按照6個月的時限重新計算一次留置時
間，即此類情形的最長留置時間為14個月。中央紀委
國家監委法規室負責人表示，延長留置期限是為了適應
監察辦案實際，解決重大複雜案件留置期限緊張的問
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荔
鄉」廣東茂名，正迎來荔枝批量上市時節。
記者6月1日在茂名荔枝主產區高州根子鎮
柏橋村村口看到，鄉間公路兩邊停滿了遊客
的車輛，荔枝園裏人頭攢動，人們穿梭於荔
林間，或享受「現摘現嘗」的樂趣，或拍照
打卡，或直播帶貨，一片歡聲笑語。村邊的
荔枝購銷點負責人不停地來回走動着，一邊

安排工人分揀荔枝、打包過磅，一邊指揮貨
車裝運，忙得不亦樂乎。
來自河南鄭州的黃姓貨車司機稱，他受僱
於當地的荔枝電商，每年荔枝收穫季節，都
會運載茂名荔枝到外地售賣。「今年是荔枝
豐收年，產量大銷路也很好，目前採摘的主
要是白糖罌荔枝和妃子笑荔枝，再遲些就是
白蠟、黑葉荔枝，大家最愛吃的桂味荔枝則
要等到本月中旬。」
茂名擁有2,300多年的荔枝栽培歷史，是全
球最大的優質荔枝生產基地，全市荔枝種植
面積140多萬畝，全產業鏈年產值超120億元
人民幣。茂名荔枝種類繁多，其中白糖罌荔
枝早在唐代已成為朝廷貢品。
在茂名市區文光街，隨處可見快遞員協同
水果店工人忙着將荔枝打包的場景，電商生
意紅火。一間水果店的店主黃女士表示，當
地電商早已提前做好今年的訂單銷售，茂名
荔枝甫一上市，快遞公司隨即上門，到水果
店打包發貨，中國各大一線城市都能在24小
時內到貨。

廣東茂名荔枝豐收 電商生意紅火新監察法實施 最長留置期14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今年端午假期恰
逢「六一」國際兒童節，中國各地圍繞雙節創新
消費場景，展現節日經濟活力。

「為一場龍舟赴一座城」
端午節多地龍舟賽活動精彩紛呈，吸引不少遊
客。廣東佛山疊滘舉辦龍船漂移賽，多支隊伍在
狹窄河道中展開競技，相關話題線上線下均火
熱。據旅行平台數據顯示，今年端午假期，佛山
整體旅遊預訂訂單量同比增長167%。
湖南懷化龍舟逆流沖灘、福州三溪村夜賽龍舟

等特色龍舟賽，在社交媒體平台上收穫不少熱
度。屈原故里湖南汨羅、糉子之鄉浙江嘉興，以
及浙江烏鎮、雲南麗江古城等古鎮古城也迎來一
波旅遊熱潮。
多家媒體報道，觀龍舟賽、體驗划龍舟，成為

民眾今年假期出遊的熱門選擇。人們用出行的熱
情繪就了一張「追龍舟地圖」。

其中，最火十大「看龍舟賽」旅遊目的地為成
都、杭州、佛山、蘇州、銅仁、南寧、懷化、東
莞、汨羅和宿遷。
各地龍舟賽在抖音等社交平台走熱，「為一場

龍舟赴一座城」「各地有自己的龍舟賽」等話題
也火上熱榜，有網友發布還未開賽的龍舟賽時間
表，吸引不少網友問詢具體開賽時間、路程、觀
賽攻略等。

全國親子遊人群規模增12%
人民網評論文章指出，在各種短視頻及直播間

裏，大家共同沉浸式感受龍舟競渡的緊張感，也
在重新刷新對當地民俗文化的認知。這種「線下
競技+線上破圈」的模式，也為假日經濟增添了新
活力。
此外，遊龍舟基地、買龍舟文創、吃龍船飯
等，也成為今年雙節民眾出遊的熱門選項。據報
道，5月 1 日以來，端午特色傳統美食「龍船

飯」搜索量同比上漲 183%，廣州、東莞、佛
山、江門、深圳等地成「龍船飯」熱門搜索目的
地。
對此，《中國青年報》客戶端文章指出，「龍

舟經濟」帶熱端午遊，「龍舟+」等傳統民俗吸引
大批遊客觀賽、消費，對本地吃住行遊購娛一站
式消費帶動效應明顯。
圍繞「親子+端午」，各地還推出多彩多樣的
「雙節限定」活動，受到民眾青睞。武漢東湖沙
灘的端午童趣遊園會，開啟萌娃專屬手搖龍舟
賽；重慶壹華里市集推出「艾草門掛DIY」「漆扇
製作」等非遺體驗；深圳錦綉中華的親子節活
動，遊客可參與製香囊、擲彀禮等……據中國移
動梧桐大數據預測，今年端午節三天假期，全國
親子遊人群規模預計較去年增長12%。
在小紅書、抖音等社交平台上，網友們紛紛分

享划龍舟、包糉子、體驗非遺手作等節日親子活
動經歷。有關「端午親子好去處」「端午六一攻

略」等主題帖子頗有熱度。
《經濟日報》5月31日刊文指出，各地通過延伸

節日文化鏈條，形成新的消費內容、方式和場
景，釋放更大增長潛力。「端午節並非簡單的消
費狂歡，更可以釋放『一節帶百業』的乘數效
應。」

15年前本報報道 助推恤孤政策出台
2009年六一兒童節前夕，香港文匯報刊發了一則有關孤兒救
助的報道，民政部經過一年調研後出台政策，2010年月起為全
國孤兒發放基本生活費，確保社會福利機構供養孤兒最低養育
標準為每人每月不低於1,000元，社會散居孤兒為每人每月不
低於600元。
十五年來，全國31省（市、區）落實中央政策，並逐年上調

孤兒基本生活費。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全國集中養育孤兒平
均保障標準已達每人每月2,010.6元，社會散居孤兒平均保障標
準達每人每月1,547.2元，事實無人撫養兒童平均保障標準達每
人每月1,535.4元。日前，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
困境兒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見》，要求不斷完善困境兒童福利
保障體系建設，提升保障水平，補齊在困境兒童公共服務供
給、心理健康關愛等方面的短板弱項。

貴州豐富困境兒童生活保障
如今，孤兒保障工作已不再局限於基本生活保障，而是朝着
多元化、精細化方向發展。各省聚焦困境兒童差異化需求，持
續加大福彩公益金投入力度、拓展服務範圍，通過改善居住環
境、助力教育公平、加強人文關懷等方式，使更多孤兒在生
活、學習、工作上獲得充足的支持與呵護。
貴州省民政廳5月30日宣布，貴州持續豐富困境兒童基本
生活保障內容，推動構建「物質+服務」多元保障格局。今
年4月，貴州將集中養育和社會散居孤兒基本生活保障標準
再次提高每人每月 100元，分別提高至每人每月 2,000元和
1,500元。全年統籌資金3,260萬元，實施困境兒童關愛服務
項目和兒童之家服務功能提升項目，為困境兒童提供心理疏
導、安全教育、社會融入、加強家庭監護指導等常態化關愛
服務。

北京建生活費自然增長機制
在福建，社會散居孤兒保障標準三年間從1,400元提高至
1,891元，增幅達35.1%。今年繼續下撥專項補助資金2,000萬
元，為困境兒童提供心理輔導、親情陪護、結對幫扶等服務。
持續實施「青山陪伴助學工程」，給予大學在讀以及今年新考
入大專和本科的成年事實無人撫養兒童3,000-5,000元的助學資
助。
作為保障標準「第一梯隊」城市，北京市建立了生活費自然

增長機制，每兩年調整一次。教育保障方面，在全國率先出台
並實施「事實無人撫養兒童助學工程」項目，對年滿18周歲後
仍在接受全日制中等職業教育或本專科高等教育的事實無人撫
養兒童，給予每人每學年8,000元助學補貼，幫助其順利完成
學業。

●5月20日，顧客在茂名高州根子鎮柏橋村的
荔枝合作社向店主諮詢購買荔枝。 網上圖片

「六一+端午」雙節 觀龍舟賽親子遊熱爆

●5月30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縣鍾管鎮中心
幼兒園，老師在指導小朋友畫紙傘度過「六一」
國際兒童節。 新華社

●孤兒保障工作正朝多元化、精細化方向發展。圖為上海市某福利院，老師教授孩子們生活技能。
網上圖片

「六一」國際兒童節，是孩子們最期盼的

日子。在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越西縣鄭家灣

村「陽光驛站」兒童節活動中，6歲的彝族男

孩小輝（化名）站在舞台側幕，心跳得飛

快。在「陽光驛站」志願者們的鼓勵下，這

個曾經害羞的留守兒童勇敢站到了舞台中

央。這是他第一次登台，伴着哪吒主題曲表

演《動感籃球》。

「以前有點怕過節，爸媽不在身邊，家裏

就我和爺爺奶奶。」小輝小聲說道。自從村

裏有了「陽光驛站」，他的周末變得豐富多

彩：圖書閱覽室裏有豐富的繪本，在文體活

動區能和小夥伴們玩耍，志願者還會教他們

做手工、畫畫。「鄭阿姨說哪吒可勇敢了，

我也要勇敢！」小輝眼中閃着光。

鄭家灣村「陽光驛站」專職志願者鄭成美

穿梭在孩子們中間，組織文藝表演和親子遊

戲。她身後的「陽光驛站」雖僅成立一年，

卻已成為村裏232名留守兒童和11名事實無人

撫養兒童的「第二個家」。

驛站服務兒童超1000人次
同樣的溫暖，在巴中市城南社區「陽光驛

站」舉辦的兒童節活動中體現。30多名學生

和志願者正隨着《陽光驛站之歌》做手語

操。涵涵（化名）動作流暢優美，臉上洋溢

着自信的笑容。誰也想不到，這個落落大方

的女孩之前還是躲在角落的腼腆留守兒童。

「爸媽沒在家，但志願者姐姐的陪伴讓我覺

得每天都開心！」涵涵正興奮地準備體驗端午

「圈套香糉」等趣味遊戲。城南社區「陽光驛

站」志願者張紅玉介紹，從2023年「陽光驛

站」進駐社區以來，服務兒童超1,000人次，

重點關注101名留守兒童，「看着他們從腼腆

到敢於獨立表達想法，眼神中開始有自信的光

芒，這就是我們堅持的意義。」

這些溫暖場景的背後，是一項扎根田野鄉

間的國家行動——「陽光驛站」項目。項目

由全國婦聯和中國兒基會發起，中央專項彩

票公益金資助。四川是這一項目重點實施省

份之一，已在南充、廣元、廣安等6個市州的

37個縣區建立100個點位，服務9.2萬名未成

年人，其中包括1萬餘名留守和困境兒童。

●新華社
●杭州市兒童福利院的孩子正在通過腦機接口
社交溝通訓練系統進行康復訓練。 網上圖片

●涼山州越西縣鄭家灣村「陽光驛站」舉辦
「六一」兒童節主題慶祝活動。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