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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报纸新闻
名专栏

核心提示

目前，“新庄福利院”共生活着20位孤寡老人和残障人士。

河南泌阳民间福利院的救助模式

河南省泌阳县一个小村子里有所村民自办的“福利院”，这个福利院由一人发起，三人捐出房屋，9人共
同管理。为了维持日常开支，福利院在从事善举的同时，让大家各尽其能，做起了生意，卖菜、卖馒头、卖豆
腐、卖炸鸡、卖卤肉等，生意都相当红火，名扬当地，日销售额近5000元。有人质疑“民办敬老院”在使用廉价
劳动力，亦怀疑当地“官办敬老院”的能力。昨日，泌阳县民政局副局长廖天稳说，这是社会对民政部门工作
的一个支持和补充，国家政策上是鼓励民办福利组织的，经商是一种特殊救助模式。 晚报记者 袁帅 文/图

“你们几个，来把馍挪挪，腾出点地方。”张
美先一边往屋里搬葱，一边指挥着另外几个人。

在他身后，是一处有点破旧的老宅院，院内
有人在洗衣服，有人在磨黄豆，有人在做豆腐，
有人在蒸馒头，有人在编扫帚……墙角的椅子
上还坐着一位瘫痪的姑娘。

12月 23日下午，冬日里的风越刮越凉，这
个小院子却显得异常热闹。

其实，十几年来，这个地处驻马店市西北百
余公里的小村庄——泌阳县太山乡苗庄寺村新
庄村民组，每天的人气都很旺。

到达这个小村庄的交通不很方便，下了公
共汽车，还要顺着崎岖的小路步行五六里地才
能达到。尽管如此，还是不时有外面的人光
顾，有人来参观，有人来献爱心，也有各路媒
体的记者。因为，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大家
庭”，20多位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共同生活在一
起，他们自给自足，共同动手，小日子过得相
当有滋味。当地人称这个“大家庭”为“新庄
福利院”。

福利院没有具体的负责人，由于57岁的张
美先乐于助人在当地远近闻名，又比较“有头
脑，有能力”，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听张
美先指挥，福利院的人习惯称他为“院长”。

“我不能算福利院的领导，其实，我们这里
是由9个人共同管理。”刚搬完葱的张美先还喘
着气，他告诉记者，福利院共有 20位孤苦无依
的人，他们有的是孤寡老人，有的是残障人士，
有的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还有因病被家人抛
弃的孩子。

“算下来，现在我们共有29人在一起生活，
平日里其乐融融，能干重活的干重活，不能干重
活的干轻活，不能干活的不干活，大家也都很自
觉，一起相互照应，我们都很满意目前的生活。”
张美先说。

仝常存今年 18岁，是邻近的仝庄村人，四
年前和父母一起来到福利院帮忙，“那些无依无
靠的人很可怜，我也就是干点小活，张院长贡献
最大，为了帮助别人，他连家都不要了。”仝常存
对记者说。

“小仝说得太夸张了，其实，我也是无家可
归的人，就不要说我了。”张美先低下头，显得有
点不好意思。

交谈中，记者了解到，与这里的孤苦无助者
相比，张美先的生活中同样有很大的苦衷。

他的乐于助人在周边村子很有名，邻居家
里干活需要帮忙，会第一个想到他，不管农忙农
闲，他都会答应。路上遇到讨饭的人，他也会领
到家里，做上一碗热饭。

因为“给别人干活从来不收钱，家里的很
多事都耽误了”，他成了村里有名的“缺心眼
儿”，妻子最终与他离婚，孩子们也都渐渐疏远
了他。

张美先本是邻近的常庄村人，看到家人不
理解，伤心的他1996年年末索性搬到志同道合
的新庄村村民贾天明的家居住，贾天明提供出
自己的老宅院，让张美先“定点”救助流浪者和
孤苦老人。

在张美先的带动下，附近村里先后又有 8
名村民愿意义务为福利院工作，大家都没有工
资。除了贾天明，同村的贾栓成和80多岁的孤
寡老人戴老太太也捐出了自己的一处宅院。

就这样，1997年 3月份，拥有 3处宅院和 9
位热心人士的“新庄福利院”正式开张，免费接
收孤寡老人、残障人士和流浪人员。

“河”是张美先亲自带回的一名聋哑人。
2004年春节，张美先到羊册镇办事，遇到了正
在垃圾堆中捡东西吃的他，“大过年的，看他在
垃圾堆捡东西吃，附近村民又都不认识他，觉
得很可怜，我就把他带了回来。”张美先说，由
于“河”是聋哑人，根本问不出他的家庭住址和
姓名，大伙就给他取名“河”。 如今，“河”已在
福利院生活了 5年，虽然与他人沟通不便，但

“河”已融入到了这个大家庭中。
与“河”一样，56岁的赵树亮是类风湿后

遗症患者，一直不能直立行走。10年前，他要
饭经过这里时被收留。

福利院的名气越来越大，开始有人在夜间
偷偷把瘫痪、残障的孩子送到门前，“这些孩子
都是苦命人，他们的父母太狠心了，扔到我们
门前，我们就不能眼看着不管啊。”福利院人员

仝金福说。
仝金福告诉记者，2005年的一个秋夜里，

他听到有拖拉机在门前停停又走了，“当时并
没有多想，第二天早上发现门口有一名八九
岁大的女孩，女孩被裹在被子里，鼻子流得满
嘴。”仝金福把女孩抱回屋，发现这个女孩不
仅肢体瘫痪还脑瘫。福利院的人给女孩取名

“大妞”。
大妞也是别人扔到福利院的第一个残障

孩子，之后几年，陆陆续续又有几名残障孩子被
扔到福利院门前，或者扔到村子路边的荒草中。

大妞在去年因病去世，其余的4个残障孩
子至今还生活在福利院中，“他们生活完全不
能自理，都需要专人照顾，我不敢说福利院的
条件有多好，但最起码可以让他们吃饱穿暖。”
仝金福说。

来来往往，福利院收留的人员越来越多。
几十个人要吃饭，要生活，资金成了大问

题，单靠张美先他们9个人的力量已经难以维
持，于是，他们首先想到租种村民的土地，“有
了地，就有了粮食，也就可以保证福利院的正
常运转”。

“现在农村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挣钱，很
多人不愿种地，或者是不愿种很多地，我们就
从这些村民手中租了 60亩地种，每亩地的租
金是100多斤粮食，去年，有部分人不再打工，
就把地收回了，现在我们共种了 40多亩。”张
美先说。

有了几十亩地，福利院的余粮也越来越
多，他们又想到了“做生意”。从 2008年春天
开始，福利院经营起了卖菜、卖馒头、卖豆腐、
卖炸鸡、卖卤肉等生意，生意也是相当红火。

新庄村村民张保栓告诉记者，福利院卖的
东西比外面便宜，离家又近，方便，大家都乐意
去他们那里买。而且，可以用麦子换。

每天的经营情况都由杨合梅专门管理，她
告诉记者，12月22日，福利院共销售鸡40只，
大肉 70斤，大葱 500斤，各类时令蔬菜、水果、
中西药若干，日销售额近5000元。

“我们卖的东西都是微利，每斤多是加一
角、五分。”杨合梅说，生意越来越好，有时昼夜
劳作还忙不过来，福利院便雇了7名员工。

生意的利润，有一部分用来支付7名员工
的微薄工资，剩余部分都用作福利院的日常开
支和发展。

“我们买了拖拉机和三轮车。”杨合梅说，
这些东西除了福利院使用，村民都可以免费
使用。

“新庄福利院”在发展的同时，也引来了
很多质疑声。有人说，张美先他们是在作秀，
也有人说，他们是在“使用廉价劳动力”。

“我只是一个普通农民，我作什么秀啊？
我这样做不为什么，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感
到很充实、很幸福，如果谁不相信，可以来看
看，也可以过来生活一段时间，亲自体验一
下。”张美先说。

对于“使用廉价劳动力”的质疑，张美先
解释说：“我们接收的多是孤寡老人和残障
人士，他们连生活都不能自理，还干什么
活？哪来的廉价劳动力。让个别有劳动能
力的流浪人员干点活并不为过，他们无家可
归，来到这里就算有了家，自己动手自给自
足，这有什么错？我不知道我们哪里使用了
廉价劳动力。”

张美先说，到他们福利院求助的人，均是
因为某种原因达不到政府救助标准的人。

太山乡民政所所长刘督告诉记者，乡敬
老院是“弱势群体”，县财政拨给乡敬老院每
人每月100元生活费，现在物价这么高，经费
紧张，房子窄狭，维持起来很困难。

24日中午，泌阳县民政局副局长廖天稳
告诉记者，这个福利院实质上是个慈善组织，
是社会对民政部门工作的一个支持和补充，
国家政策上是鼓励民办福利组织的。“如果形
成了一定规模就应接受政府审批，纳入管理，
政府对其项目进行检查指导，对聚集人员进
行安全和信仰教育。”

对于“新庄福利院使用廉价劳动力”的质
疑，廖天稳的看法是，如果一个慈善组织不限
制收留人员人身自由，也不强制收留人员进
行劳动，就无可厚非，它只是一种特别的救助
方式。

聋哑人、类风湿后遗症患者、瘫痪的孩子都被“新庄福利院”收留了 当地民政部门称，“新庄福利
院”实质上是个慈善组织，是社会
对民政部门工作的支持和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