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社 会 特 刊
S H E H U I T E K A N

商洛日报客户端

商洛日报微信公众号

2023年10月26日 星期四

10 月 12 日，秋高气爽，记者走进商洛市儿童福利院。
在综合楼二楼的启智乐园里，记者被一张张纯真的笑脸打
动，看到陌生人来，孩子们高兴地向来人招手，带着好奇的
眼光四处打量。要不是看到有的孩子身下坐着轮椅，有的
孩子眼睛几乎睁不开，你一定不会察觉他们与普通的孩子
有什么不同。一张张灿烂的笑脸写满了阳光和自信，一下
子打破了记者脑子里对孤弃儿童的印象，自卑、胆小在他
们身上完全看不到。

市儿童福利院占地面积 10 亩，建筑总面积 4795.42 平
方米，床位 120 张，目前收养孤弃儿童 80 多人。残疾儿童
与健康儿童比例近 1∶1，残疾儿童中脑瘫等重症占比较
高。院里根据儿童年龄结构、身体情况、智力发育等特点

分区、分班，有针对性地开展睡眠照护、卫生护理、辅食加
餐、特殊教育、医疗康复、心理疏导、安置服务等工作，设有
生活抚养室、娱乐活动室、治疗室、康复训练室、特教教室
和图书阅览室等配套设施。今年，福利院还全面升级了儿
童养护区、宿舍区、医疗区、厨房餐厅等，新建多功能厅、浴
室、配餐室、标准化库房、监控室等，对全院安全保卫系统、
消防安全系统进行了强化升级。福利院护理人员分三班
上岗，以确保院内所有孩子一天 24小时都有人照顾。

用特别的爱呵护特别的心用特别的爱呵护特别的心

儿童福利院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温情，它让城市温暖而
美丽；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有了新家，有了爱他们的“妈妈”，
因而不再害怕。

一幅幅五彩斑斓的绘画作品，一件件精致小巧的手工
艺品，一张张饱含真情实意的小卡片……在手工园地里，
记者不仅看到了孩子们奇思妙想的各类作品，还看到了他
们为“妈妈”送出的母亲节贺卡。这是孩子们对“妈妈”感
恩之情的表达，更是对福利院这个大家庭的无限依恋。

“妈妈，妈妈……”一声声亲切地呼唤，如果不告诉你，
你一定以为是孩子在妈妈面前撒娇，但是他们却是一群没
有血缘关系的群体，虽非亲骨肉，却有着超越血缘关系的
亲情，这就是市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妈妈”。

“妈妈”们的年龄从 70 后到 90 后不等，她们的职业有
护理师、康复师、特教师、营养师……身份特殊，工作繁琐。

在这里，80多个孤弃孩子各有各的故事和伤痕。
在这里，“妈妈”们给了孩子们第二次生命，用“专属母

爱”呵护他们快乐成长。
由于福利院的孩子们没有明确的生日日期，有的通过

“妈妈”估测生日，有的把来院的第一天当作生日，院里每
月都会集中一天为这个月出生的孩子集体过生日，这一天
也成为孩子们每个月最期待的日子。戴生日帽，吹蜡烛，
吃蛋糕，工作人员还会用相机记录下他们每一年的成长，
为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在启智乐园的照片墙上，记者看到这样一张照片：一
个孱弱的婴儿浑身插满管子，旁边的护工阿姨在耐心地为
他用吸痰器吸痰。

护教办主任申佳佳
告 诉 记 者 ，这 位 名 叫 王
新年的小朋友是重度脑
瘫患儿，长期卧床，其呼
吸 功 能 、消 化 功 能 容 易
出现问题，免疫力低下，
去 年 在 医 院 住 院 期 间 ，
多 次 下 达 病 危 通 知 书 。
但 幸 运 的 是 ，他 有 三 个
天使一样的“妈妈”在医
院照顾他，连续 66 天寸
步不离地守候在他的身
边，每隔 20 分钟为他翻
一 次 身 ，每 次 换 班 间 隙
在 家 里 切 好 土 豆 片 ，给
王新年敷在打针的手上
……就这样，在三位“妈
妈”的精心照顾下，把孩
子 从 死 神 身 边 抢 了 过
来 ，孩 子 病 情 终 于 有 所
好 转 ，顺 利 出 院 。 回 到
院 里 上 班 时 ，同 事 见 了
三 位“ 妈 妈”，都 说 她 们
瘦了一大圈。她们却笑
着说道：“只要咱们的孩
子 能 有 所 好 转 ，付 出 再

多都是值得的。”
“这里的孩子大多身有残疾，体质弱、免疫力低，所以

平日的照护难度比普通孩子要大许多，需要我们加倍呵
护，付出更多的爱心、耐心、细心与责任心。”申佳佳告诉记
者，每名护理员要同时兼顾多名儿童的衣食起居。

每天天还没亮，“妈妈”们就早早起床开始忙碌，为孩
子们冲奶喂饭、换洗尿布、清洗床铺、打扫卫生、接送上下
学，还要辅导他们功课、哄他们睡觉、陪他们做游戏……孩
子们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容不得半点儿马虎。

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的王丹在市儿童福利院上班已经
有 12 个年头了，每每谈到孩子们，她都能准确地说出每个
孩子的喜好，对每个孩子的脾气、秉性和身体状况了如指
掌，孩子们早已走进她的心中，住在她的心上。

“这里的孩子，从小缺乏父母关爱，但同样懂得感恩，
也很懂事，这让我们很欣慰。”王丹自带一种亲近感，孩子
们和她的互动十分自然亲昵。

小杰是王丹带大的第一批小孩之一，总是亲切地称
呼王丹为“妈妈”。到外地上大专后，他每次回到商洛的
第一件事就是找王丹“妈妈”，过年过节都要去王丹“妈
妈”家里拜访，遇到事情总是在第一时间发微信找王丹

“妈妈”聊聊。
王丹告诉记者：“小杰是个懂事、孝顺的孩子，刚到福

利院时讲话是南方口音，我们都不太能听懂，小学一年级
就上了三年。他上四年级的时候，父亲从湖南来到商洛打
工，机缘巧合下认出小杰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便想带小杰

回湖南老家生活，但是被小杰拒绝了，他告诉父亲自己已
经习惯了福利院里的生活，福利院的‘妈妈’给了他很多关
爱，他不想再回老家。”

尽管孩子们的身世各有不幸，来到福利院后都能享受
到同样的幸福。因为在这里，在“妈妈”们身上，孩子们看
到了那束从人生裂缝中照进来的光。

康教为他们插上自由的翅膀康教为他们插上自由的翅膀

孩子们入院后，首先会进行综合性评估，再依据评估
结果进入不同养育专区：身体和智力相对正常的孩子进入
学生之家，接受较为系统的学龄教育；有不同程度残疾的
孩子进入启智乐园。

在启智乐园的教室里，温馨的灯光、儿童主题的装
饰营造出舒心、宁静的氛围，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做游戏、
阅读、搭积木。有的孩子难以集中注意力，老师耐心地
给予安抚。

这是 10 多年来，护教办的“妈妈”们每天都要用超乎
常人的耐心不断重复的工作。“陪身体有残疾的孩子练走
路，陪语言不流利的孩子学说话，给内向、害羞的孩子多一
些鼓励……每天都很温暖很有爱，孩子们跟‘妈妈’们都很
亲。”申佳佳向记者介绍。

市儿童福利院院长郑丹锋告诉记者：“我们在保证收养
儿童营养需求的同时，积极开展残疾儿童的生活抚育、康复
治疗、特殊教育等，把特殊儿童培养成为普通儿童，最终回
归家庭、回归社会，努力为他们创造充满希望的未来。”

见到小丹时，她头上梳着精致的小辫子，五彩的橡皮
筋点缀其中，身上的衣服干净利落。正在练习走路的她，
用稚嫩的小手推着康复辅助器具，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看
到记者时，她热情洋溢地笑了笑，灿烂的笑容仿佛可以治
愈内心的一切伤痛。

申佳佳告诉记者：“小丹刚被送来时坐着轮椅，双脚几
乎没有站立过。经过这几年的康复训练，现在她已经可以
独立用辅助器行走了，性格也越来越开朗、自信，爱笑是她
最大的特点。每次院里举办活动，小丹都会主动要求上台
表演节目，有时候唱歌，有时候朗诵诗歌，甜甜的笑容看着
就让人很温暖。”

今年 14 岁的小福，已经在特教学校上学好几年了，谁
也没想到，这个入院时需要借助滑板车滑行的小男孩，如
今已经是院内打篮球的主力运动员了。

申佳佳告诉记者，像小丹和小福这样的孩子，在福利
院还有很多。重残孩子的最大目标是通过康复训练减轻
残疾程度，争取实现生活自理。对这些孩子来说，自理能
力的训练很难，但也最重要，这是摆脱终身陪伴的基础。
部分孩子已经从最初的不能抬头到能够缓慢地爬行甚至
站立、行走，每一个微小的改变都能让他们高兴许久。“我
们经常被孩子们憨憨的笑容打动，每个‘妈妈’都怀着一颗
爱心来到这里，我们热爱这份工作，更热爱这些孩子。”申
佳佳说。

郑丹锋也清楚，院里有些孩子可能 18 岁以后仍无法
回归社会，可能一辈子都将在福利机构生活，但他希望孩
子们的一生“是不枯燥的，是有趣的”。他介绍道，福利院
根据每个孩子不同的情况制定个体计划，带着他们进行康
复训练和教学活动，提高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和认知交流
能力，让这些孩子未来能够在生理和心理上更好地融入社
会。“这种大家庭集体养育模式，弥补了孤弃孩子丢失的亲
情，我们将竭尽所能支持和帮助孩子们打好基础，让他们
到达更远的地方，看到更美的风景。”郑丹锋说。

为孤弃儿童筑起温暖的港湾为孤弃儿童筑起温暖的港湾

在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的一楼大厅里，记者看到了一张
张“我们身边的榜样”的照片，照片上都是从福利院里走出

来的孩子，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参军留在了部队，有的成
了人民教师，有的成了救死扶伤的医生……

小静是洛南县一所幼儿园的幼师，在拥有事业的同
时，也找到了爱她的人，组建了幸福的家庭，她的照片就被
贴在榜样墙上。

据福利院工作人员回忆，小静结婚当天，福利院的好
多工作人员都赶到现场忙前忙后，跟小静同一批来福利院
的兄弟姐妹们也从全国各地赶回来参加婚礼。“我们都是
她的娘家人，自己家里办喜事，大家都要来帮忙。”另外，福
利院还按嫁女儿的习俗为小静准备了嫁妆。行政办主任
于淼说：“对于他们而言，福利院就是他们永远的家，福利
院的工作人员就是他们永远的亲人。祝愿小静和从福利
院走出去的孩子们都能自信地开启人生的新篇章，让爱心
传递下去，用感恩回报社会。”

有人遮风挡雨才是家，对于孤弃的孩子们来说，市儿
童福利院就是这样一个“家”。小孩子们住在集体宿舍，被
褥叠放得非常整齐，房间干净整洁。大孩子们有一个温馨
的小卧室，卧室里有沙发、茶几、布偶玩具，收拾得既整洁
又温馨。于淼介绍，这些陈列和布置，一方面是让这些大
孩子能够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再就是为了让外出的大孩子
们每次回到家里都有温馨的感觉，让他们感受到，无论在
外受了什么委屈，这里永远有个“家”为他们敞开大门。

“以前，院里想过为孩子们统一成一个姓，但考虑到这
样孩子们容易被标签化，所以现在百家姓都可以作为他们
的姓氏。”于淼向记者介绍。来院之前他们是孤儿，进入福
利院之后，他们就有了“家”。对每一个入院的孩子，福利
院都希望他们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

每到节假日，郑丹锋和福利院的“妈妈”们就会带着孩
子们做游戏、看电影、吃烧烤、逛超市和外出研学等。郑丹
锋介绍，这样做的目的是充分让孩子们感受家庭的温暖和
作为家庭成员需要分担的责任，将服务拓展、延伸到日常生
活的各种细节，提高他们融入社会的适应能力和幸福指数。

“福利院工作性质特殊、服务对象特殊，我们这个团队
始终带着感情、责任和爱心，秉承‘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
子的一切’的服务宗旨，持续健全落实儿童福利院保障制
度，精细开展养护、教育、医疗、康复保障服务工作，让孩子
们切身感受到幸福和快乐。”郑丹锋说。

初 心 如 磐 书 写 大 爱
本报记者 巩琳璐

孩子们写给“妈妈”的贺卡

““妈妈妈妈””在辅导孩子阅读在辅导孩子阅读

充满童趣的文化墙充满童趣的文化墙

护工正在为孩子洗澡护工正在为孩子洗澡 王新年小朋友住院期间王新年小朋友住院期间，，““妈妈妈妈””在耐心帮他吸痰在耐心帮他吸痰。。

近日，洛南县保安镇70多

亩苏陕协作水稻新品种徐稻

119 喜获丰收。据了解，这些

土地原本是河滩荒地，由洛南

县自然资源局牵头整理成旱改

田示范田，已经试种不同品种

的水稻 3 年，今年种植的徐稻

119 试种成功。图为 10 月 24

日开镰收割的场景。

（本报通讯员 党经纶 摄）

记者手记：在市儿童福利院，看着一张张稚
嫩而可爱的脸庞，从不能走路到能独立行走，从
不能说话到会叫“妈妈”，一次鼓掌，一个微笑，无
不饱含着全体工作人员和全社会对孩子们的鼓
励和关爱。这个大家庭集中了世界上的一些苦
难，也凝聚了人世间最温暖的情感。市儿童福利
院工作人员追求的目标是让孤弃儿童有尊严、阳
光地生活，而孩子们残缺的人生也因为这些工作
人员的存在变得圆满美妙。人生本该被爱包裹，
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将个人的爱无限放大，包裹了
那么多孩子，我想坚定地对他们说：“孩子们，不要
怕，有这么多爱你们、关心你们、照顾你们的叔叔
阿姨，有党和政府的好政策，你们的未来一定会
越来越好。在你们的背后，有一个对你们永不放
弃的强大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