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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每隔一小时给他滴五滴营养
儿童福利院的妈妈们从死神手中夺回一名弃婴的生命
本报记者 李虎

她曾经多次放弃进修
机会，全力支持丈夫的事
业；她利用自己的专长，为
1400 名学生建立了心理
健康档案；她说要让心理
健康惠及跟多的人……她
就是科大社区心理咨询师
张兆凤。

7 日，记者在科大社
区见到张兆凤时，她正忙
着写一篇论文，主题是“孩
子到底有没有逆反期”。谈
及这篇论文的写作初衷，
张兆凤称这是她 11 岁的
女儿带给她的灵感。“可能
是和我做心理教育有关，
女儿和我无话不说，像‘闺
蜜’一样。”张兆凤说。

张兆凤从 2004 年研

究心理学后有了开办心理
咨询室的念头，但是为了
支持丈夫的事业，她多次
放弃去北京进修学习的机
会，直到 2008 年才开起了
自己的心理咨询室。心理
咨询室开办后，张兆凤为
附近的居民解开了很多心
结。随后，她又将心理咨室
开进校园，为泰安市外国
语学校的 1400 名学生全
部建立了心理健康档案。

记者在张兆凤的心理
咨询室见到，每个孩子的
心理健康档案都非常详
细，不但包含姓名、年龄和
班级以及平时的心理咨询
记录，还包括一份心理调
查问卷，这份问卷是由大

学里的专家编制，涵盖诸
如孩子是否有偏差、抑郁、
焦虑行为等各个方面的十
几个心理问题。问卷填写
之后，张兆凤又请鲁中大
学心理系的研究生们帮忙
做了数据分析，然后从数
据中重点找出了 30 多名
孩子做面谈。又将搜集到
的数据资料做了统计，摸
清了整个学校孩子的心理
状况，并针对不同级部提
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下一步想针对家长
和孩子定期做心理辅导讲
座，无论是作为母亲还是
作为心理咨询师，我觉得
父母和孩子双方的沟通是
十分必要的。”张兆凤说。

为 1400名孩子建立心理档案
张兆凤：让爱惠及更多人
本报记者 刘慧娟

“三八”妇女节，泰安
市儿童福利院儿童康教
部被泰安市妇联授予“巾
帼文明岗”荣誉称号。她
们能够获得这项荣誉称
号，主要得益于妈妈们对
弃婴默默无私地付出。7
日，记者走进儿童福利
院，了解这群特殊儿童的
妈妈们的工作。

当记者走进泰安市
儿童福利院时，康教部工
作人员孙晓林正在给孩
子们冲奶粉。一间屋子里
的 10 多名弃婴被她和同
事精心照料着，屋子里散
发着一股淡淡的奶香味。

记者从泰安市妇联
得知，儿童福利院去年一
直坚持不懈救助着一名
超低体重的婴儿，在医生
几次宣告生还希望渺茫
的情况下，她们没有放弃
治疗，最终让孩子起死回
生。记者在儿童福利院见
到了这个名为福祥宝的
弃婴，孩子现在身体情况
良好，体重也从出生之初

的 2 斤 2 两上升到 15 斤
多。

原来，2010 年 6 月
份，泰安市儿童福利院接
收了弃婴福祥宝，当时孩
子只有 2 斤 2 两重，属于
超低体重的早产儿。送到
医院，医生说由于发育不
完全，成活率很低，几次
欲放弃治疗。

“我们听到他哭就不
忍心看着不管。为了给他
补充营养，我们找了个眼
药水瓶子，把奶粉和葡萄
糖灌进眼药水瓶子中，每
隔 1 小时往他嘴里滴 5
滴营养。眼药水瓶子很柔
软，手一哆嗦，就会连续
滴两滴营养到他嘴里，这
时他就承受不了，几次发
生窒息。”宋敏说，当时由
于孩子还太小，并没有进
行过全面的体检，谁也不
敢保证这个孩子没有传
染病。但是不管谁照顾孩
子，只要发生这种危险情
况，妈妈们就会口对口地
把孩子口中的奶或者葡

萄糖吸出来。
“六、七月份的时候，

天气很热，但为了保持孩
子的身体健康，我们关掉
室内空调，为孩子灌上热
水袋保持温度，同时为了
防止发生意外，值班时都
是晚上抱着他睡觉，感受
他的呼吸，一旦发生情
况，马上组织抢救，我们
热得身上都起了痱子。”
孙晓林说。

在妈妈们的精心照
料下，这名孩子成功存活
下来，妈妈们为他取名为
福祥宝。当记者在婴儿室
内看到留着娃娃头的福
祥宝时，他很惊奇地看着
记者，眼睛里流露出好
奇。

“现在福利院的人员
比较少，只有 17 名护工
负责照料 80 名弃婴，还
有 2 名护工专门洗尿布，
我们办公室的 3 个人也
是轮流值班，负责照料这
些孩子。”工作人员宋敏
说。

儿童福利院的妈妈们精心照料着弃婴福祥宝。 本报记者 李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