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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看看其他城市的寄养方式

青岛：4种方式“寄养”残疾孤儿弃儿
青岛市政府去年6月颁布实施《关于成年

孤儿安置意见》的规定，分别对成年孤儿分一
套经济适用房；对散居孤儿每人每月增加百元
补助金；以4种方式寄养残疾孤儿。

将青岛市散居的近千名社会孤儿全部纳
入社会保障范围，对城市、农村的孤儿给予最
低生活保障救助。

实施残疾孤儿由集中供养转变为社会寄
养的模式。分为：城市分散寄养、农村基地寄
养、社区家庭寄养和爱心家庭寄养4种方式。

上海：设置家庭“寄养”工作站
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收养法》，为院里的孤残儿童寻找回归社会最
佳方式——家庭收养；对一时不能被社会家庭
收养的孤残儿童，本着“政府出资、社会支持、
家庭寄养、统一监护”的原则，积极开展孤残儿
童家庭寄养工作，并相继设置了南汇、崇明两
个家庭寄养工作站，孤残儿童家庭寄养实现了
孤残儿童养育模式由集中转向分散，由封闭转
向开放，由机构养护、以养为主的单一模式向
多元养育模式发展的转变。

“妈妈，妈妈！”昨日上午，11个月大的小新疆，猫在57岁的王凤英怀中撒娇。
“小新疆是福利院的孩子，现在在我家生活，我就是她的亲妈妈。”王凤英满脸笑容。
因为各种原因他们在几个月大时就成了孤儿或弃儿，为了让他们和正常孩子一样成长，孩子们被福利院送往一

个叫“寄养村”的地方，在这里他们能和其他正常的儿童一样，享受着家的温暖和“妈妈”、“爸爸”的爱。
昨日，郑州市首个寄养基地在中原区李曰庄宣告成立。在这个特殊的村庄里，共寄养着12个来自市儿童福利院

的孩子。 晚报记者 裴蕾/文 晚报首席记者 贾俊生/图

昨日早上 5点左右，李曰村一个邻着村
马路的普通农户家中，49岁的孙芝芳醒了，
第一个动作就是去摸在一个炕上睡觉的 2岁
的儿子王亮，看着王亮酣睡的小脸蛋，她感
觉很踏实。

她慢慢起身，到了旁边的一个小房间，又
看了看并排在两个小床上睡觉的一双儿女
——同为6岁的儿子车小虎和女儿吴鹏，发现
小虎把被子蹬开了，她往上拉了拉。

随后她开始做饭，将3个儿女昨天换下来

的外衣和内衣分别泡在两个洗衣盆里。
孙芝芳一天的忙碌开始了。
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生活。3 个儿女

的姓氏各不相同，和妈妈孙芝芳也没有血
缘关系。

更为特殊的是，除了王亮从小患有其
他疾病外，小虎和吴鹏都患有不同程度的
脑瘫。

从去年起，村里的一些家庭开始和市儿
童福利院签订协议领养福利院里的孤残儿

童。与其他领养不同的是，这些儿童大部分
都是不正常的。

孙芝芳去年3月份加入了这个队伍。
前段时间，孙芝芳添了个亲孙子，已经 3

个月大了。
“这 3个孩子已经够我忙了，孙子就让老

伴帮着看。”她说道。
据市儿童福利院养护科科长李燕介绍，

“这个村子目前已经寄养了 12名福利院的孩
子”。

“刚来的时候，吴鹏非常内向，现在不仅
爱说话了，还能唱歌，她最喜欢唱的就是《小
燕子》。”说起这3个孩子，孙芝芳一脸骄傲。

“每次到这些寄养家庭，我觉得最大的变
化就是孩子都养得胖胖的，不说不笑的现在
都变得爱笑了。”随行的李燕说。

在李曰村另一个寄养家庭，还没有进大
门，就听到房间里传出孩子们快乐的笑声。

在一间特别布置的儿童房内，铺着五颜
六色的地垫，57岁的王凤英正在哄 3个孩子

玩，她们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
“我的大儿子叫丰武，今年3岁多了；老二

叫宋天心，1岁3个月；最小的叫新疆，才11个
月。”对于3个孩子，王凤英一一做了介绍。

福利院孩子们的名字，大都显示着他们
的不幸身世。

王凤英说，宋天心就是从小因为患有先
天性心脏病而被家长遗弃。而新疆，来到福
利院的时候才1个月大，据说是公安人员在新
疆来郑州的列车上发现的，所以取名“新疆”。

“小新疆刚来我家的时候才 1个半月大，
瘦的都能看到肋骨，每天不停地哭闹。我一
个晚上都要喂5次奶。”

“不过，辛苦总没有白费，现在你瞅瞅，长
得多瓷实。”看着怀中又白又胖的新疆，王凤
英很开心。

说话间，王凤英的女儿谢继霞带着自己7
个月大的孩子，来娘家找3个小兄弟玩。

“很可笑的是，孩子们都管我叫姑姑，管
我妈妈叫妈妈。”谢继霞微笑着说。

包括首个“寄养村”——李曰村集中
寄养的 10 多个孩子在内，目前，儿童福利
院共有 100 多个孩子在市民家庭寄养。
家庭寄养的人数，约占目前福利院孩子总
数的 1/3。

“儿童家庭寄养是为孤儿弃婴回归家庭、
融入社会而采取的一种养育方式，它符合儿
童的成长规律，在塑造儿童健康的心理和性

格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合法程序寄
养，让这些孩子走进家庭是更人性化的方
式。那些走出福利院进入家庭的孩子们的成
长经历证明，孩子成长最好的环境是家庭。”
李燕说。

然而，寄养毕竟只是暂时的。
由于福利院的孩子都是动态变化，有的

孩子可能随时会被符合条件的市民收养，因

此，这些孩子们和自己妈妈的情缘，随时可能
会终结。

对此，很多寄养家庭的妈妈都表达了难
以割舍的情感。

“人都是有感情的，我上回领养的一个孩
子被福利院收走的时候，我哭了好几天，想起
来都难受。”王凤英说，“在俺心里，他们就是
我的亲孩子，俺就是他们的亲妈。”

一种期望
推进孤残儿童寄养进

城市社区
100多名福利院的孤残儿童进入市民家

庭，只有两三个孩子寄居在城市居民家庭中，
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生活在农村家庭。

“下一步，我们希望推进家庭寄养进社区
活动，我们最理想的情况是，能够找到某一个
城市的社区，有二三十个城市居民家庭寄养我
们福利院的孩子，我们将会在社区中建一个残
疾智障儿童社区指导中心，我们的孩子可以在
社区中和城市的孩子们多交流。”

李燕说，市儿童福利院力争每年家庭寄养
50名福利院儿童，每年建一个爱心寄养基地，
争取让福利院的所有孩子都走进寄养家庭，让
他们最终全都回归社会。

爱要完整
爱心寄养家庭必须是

双亲家庭
您想成为爱心寄养家庭吗？
昨日，李燕介绍了寄养家庭的相关条件，

在有爱心的前提下，寄养家庭必须首先满足
“双亲家庭”的条件，要是一个完整的家庭，有
爸爸、妈妈以及她们的子女。同时，家庭中必
须有成员能有充足的时间照看孩子，要有稳定
的经济收入，保证孩子们的生活。

为了不给寄养家庭造成过多负担，市儿童
福利院将会每月给孩子支付一定的生活费用，
同时，孩子使用的尿不湿、奶粉等生活必需品，
也会提供。

“除了这些，福利院还派出人员每月定期
到‘寄养’家庭回访，给患儿检查身体、注射疫
苗等。”李燕说。

有爱心的市民如果想寄养福利院的孤残
儿童，可以拨打家庭寄养热线67671827，提出
您的申请。

一个“家庭” 普通农妇和她的3个特殊“孩子”

王凤英和她的王凤英和她的33个孩子正在玩耍，这间儿童房是她专门为孩子们设计的。个孩子正在玩耍，这间儿童房是她专门为孩子们设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