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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无暇顾及学习。加之弱势群体家庭收入少，对于

部分被迫改变现状的家庭来说，无法支持子女教育，造

成其未能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此外，弱势群体中的孩

子，心理比较敏感、自卑，受到他人歧视时，心理压力

大，选择逃避，不愿和他人进行交流，更不愿到学校接

受教育。

4、延续原有的娱乐方式，社交圈变窄

弱势群体搬迁至安置点后，仍延续原有的生活方式

和习惯、文化娱乐方式单一。在搬迁前弱势群体的社交

圈比较固定，主要基于血缘和地缘，搬迁后弱势群体大

多闭门而居，阻断了邻里之间的交流，社交圈变窄，无

形中阻挡了一些有意义的娱乐活动的开展。[1]

5、缺乏归属感，主人翁意识淡薄

弱 势 群 体 搬 迁 至 博 白 县 城 东 安 置 点 后 ， 对 周 边 环

境 陌 生 ， 适 应 期 漫 长 ， 缺 乏 归 属 感 ， 把 自 己 当 做 “ 客

人”，各方面的管理依赖于社区的管理人员。缺乏对安

置点环境“自治自管”的意识，易忽视环境卫生问题。

安置点“鳏寡孤独”弱势群体

生活现状提升的对策

1、持续改善就业环境，拓宽就业渠道

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对弱势群体进行正面宣传，

改善当前就业环境。大力发挥社会慈善救助及先富带动

后富的作用，通过各种渠道帮助弱势群体改善现状。政

府可联合附近企业，为弱势群体提供一些岗位并进行系

统岗前培训，让具有行为能力且培训合格的人员上岗就

业。结合安置点现状，可由书香社区扶贫小组牵头联合

居民在市场创建超市，作为集体经济经营，超市中的岗

位面向安置点的弱势群体招聘。

2、着力完善医疗保障制度，给予弱势群体更大的医

疗优惠

加强医疗保障政策的宣传力度，持续完善残疾人保

障制度，给予更多优惠，以此减轻这类家庭的负担，更

好地享受共享经济的发展成果，与全国人民一起携手迈

进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3、构建受教育网络体系，促进教育公平

弱势群体教育保障，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大力支持。

可构建弱势群体受教育网络体系，依托现有的“国家中

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进行构建，采集这类学生的相关信

息录入系统，为其教育保驾护航。这对残疾学生来说可

以有效解决“送教上门”的时间冲突及教师知识经验有

限、精力不足等局限性。弱势群体受教育网络体系的构

建，可以保障其受教育需求，调动其内在驱动力，由被

动 转 变 为 主 动 接 受 教 育 ， 对 促 进 教 育 公 平 具 有 深 远 意

义。将残疾学生送到特殊学校是最佳的选择，残疾学生

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及需求在系统进行报名申请，通过

后，就近入学。此外还需关注残疾学生的心理疏导，帮

助其减轻自卑心理，更好融入到社会生活中。目前爱心

助学呈良好发展势态，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得到广泛关

注，但帮助时长较短，呼吁社会各界能够延长期限，不

少家长期许爱心助学能够持续到子女大学毕业。

4、丰富娱乐生活，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首先保障物质基础，在原有基础上提高阅览室及活

动室的利用率，充分发挥作用。提供多种娱乐设施，增

设器材，满足人们的需求。开展多种形式活动，宣讲活

动、广场舞比赛、象棋比赛、举办晚会等。博白县作为

世界客家人第一县，拥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底蕴深厚，

同时有着“杂技之乡”的美称，绿珠女、采茶戏深入人

心。在继承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社区可积极调

动居民的热情举办相关活动如客家文化宣讲、杂技表演

等，让居民在耳濡目染中自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

文化自信。

5、加强教育引导，优化居住环境

绿 色 环 保 ， 构 建 宜 居 家 园 的 理 念 备 受 推 崇 。 加 强

环保教育，养成“社区是我家，清洁靠大家”的意识，

摒弃恶习对于安置点的居民来说尤为重要。小区物业可

在人流量较多的地方设立垃圾投放点，张贴环境宣传知

识，设立奖罚制度，规范安置点居民的环境行为。良好

的环境有助于人的身心健康，小区要加大防治虫害、鼠

害的力度，为居民提供一个优美的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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