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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看到妈妈进来

一下扑进怀里
1 日中午 11 点半，泰安市儿童福

利院的福壮看着时钟，在房间门口焦
急地等着妈妈来接他。当他听到走廊
里匆忙的脚步声时，兴奋地扑到妈妈
怀里撒娇：“妈妈，怎么才来啊”。接着
拉起妈妈的手，自豪地向小伙伴们“炫
耀”：“回家吃水饺喽。”

开饭前，壮壮和妈妈又玩“拉钩
钩”。“壮壮永远是妈妈的儿子，一百年
不许变。”只有许下这个承诺，他才能安
心吃饭。10 分钟后，水饺端上来。壮壮数
完饺子，招呼大家一起吃。宋燕喜夹起
饺子喂他：“饺子象征着团圆，壮壮最多
能吃 18 个饺子，还爱吃羊肉串……”

午饭后，壮壮又拉着记者去参观他
的家。壮壮已经养成进门换鞋的习惯，
并把鞋子排得整整齐齐。宋燕喜提前把
棉裤晒得暖暖的，给儿子换上，又忙活
着给他洗衣服。床头上有壮壮的故事书
和玩具狗。“妈妈都会陪我睡觉，妈妈真
好。”壮壮眨着眼睛，一脸的幸福。

原来不能走路

现在学会打字
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说，福壮刚来福

利院时，四肢蜷缩着，不会走路，嘴角不
住地流口水。儿童福利院康复师李金庆
说，这是典型的脑瘫患儿的症状。

经过康复矫形，壮壮开始结结巴
巴地说话，磕磕绊绊地走路。有一次，
一位义工来福利院献爱心，弹着琴教
壮壮唱歌，结果唱了没两句，壮壮就失
语了，连以前会说的一二三四都说不
出来，康复训练又要从头开始。“

而现在，在新家生活一年多的壮
壮活泼开朗。在儿童福利院的照片墙
上，壮壮的照片特别多，每一张都笑脸
洋溢。他经常向小伙伴们“炫耀”说：

“看，这是我爸妈。”
儿童福利院副院长盛强告诉记

者，“壮壮从新家回来的第一天，我们
就明显看出他的变化。以前只和熟悉
的人交流，那天后壮壮开始主动和身
边人说话，比其他孩子都自信。”

壮壮周一到周五在儿童福利院接
受一对一的康复训练，而周六周天则
被接回家感受家庭氛围。他甚至可以
简单操纵电脑，打下“爸爸”“妈妈”“爷
爷”“奶奶”“祖国”等词，还能熟练打开

视频看动画片。
看着壮壮的变化，爸爸柳晓峰也

很感慨：“去年刚来我们家的时候，连
路都走不稳，现在这种活蹦乱跳的样
子当时不敢想。”

寄养推行两年

才只促成一家
2010 年冬，福壮开始“家庭寄养”，

他也是福利院诸多福娃中唯一一个有
家的幸运儿。回忆起第一天把壮壮接
回家的场景，宋燕喜永远忘不了：壮壮
穿着最好的衣服，提着一个塑料袋，在
大厅里眼巴巴地等着。“当他知道我是
他的妈妈后，壮壮搂着我的脖子问的
第一句话就是‘爸爸在哪里’？”宋燕喜
说，这足以表达孩子内心对家的渴望。

壮壮的康复师李金庆说，脑瘫患儿
缺失运动、语言等功能。“前期的康复训
练很成功，要想继续康复，需要有家庭
温暖为壮壮的心理康复做引导。在这个
关键时候，他的爸爸妈妈出现了。”

“现在壮壮越来越离不开这个家
了。”李金庆说，有一次，爸妈都出差，
一周多没来接他，一着急，壮壮又回到
了康复前的状态，口吐白沫，手脚抽
搐。经过一周的康复训练才恢复。

盛强说，福利院的孩子喊保育员
“妈妈”，见到一些志愿者或者热心人
他们也喊“爸爸”“妈妈”，对孩子来说，

“妈妈”这个称呼意味着什么他们很难
理解。尽管保育员尽心尽力，但是只能
给他们亲人般的温暖，不能给他们一
个家庭的氛围。

而壮壮就在寄养的这一年里懂得
了“家庭”的概念。壮壮说，家里面除了
有爸爸妈妈，还有姐姐弟弟，有叔叔婶
婶，有爷爷奶奶，甚至还有邻居，大家
可以经常串串门。“这种在我们看来司
空见惯的家庭结构在没有实行家庭寄
养的孩子的观念中，是很难理解的。”
盛强说。

盛强告诉记者，从福利院走出去
的孩子现在也有嫁人或组成家庭的。
当成立一个新的家庭后，他们会不知
所措，因为以前一直生活在一个备受
关注的环境，缺少家庭观念。他们独立
生活后不知道怎么和其他家庭成员相
处，不知道怎么招待客人。

“孩子最好的居住环境是家庭，家
庭寄养能帮助残疾孩子成年后顺利融
入社会。”盛强说。

宋燕喜去福利院接壮壮时
总是悄悄去，悄悄离。因为福利
院的孩子看后，总会眼巴巴地看
着她，拉着她的衣角说：“妈妈，
你把我也带回家吧。”

宋燕喜最心疼的是个叫甜
甜的小女孩儿，手扶着一个沉重
的铁架子学走路。由于天天和壮
壮一起做康复，和壮壮一家很
熟。有一次宋燕喜去接壮壮，甜
甜看见了，就说：“妈妈，你把我
也接回家吧，我会比壮壮还听
话。”宋燕喜心疼地差点哭了。

“每次去福利院，只要有个
大人拍拍手，孩子们就会伸出手
说‘抱抱’，让我们没法拒绝他
们。”宋燕喜说，当她抱别的孩子
时，壮壮都会有点小意见，他拉
着宋燕喜的衣角说：“妈妈别抱
他，沉。”

宋燕喜家庭收入比较稳定，
但今年 4 月，她承包了一个小饭
店。她说，想多挣点钱，开一个智
障学校，帮助更多像壮壮这样的
孩子。

“我觉得做慈善，不仅仅要
用钱，孩子更需要一个完整的
家。”宋燕喜说。泰安市儿童福利
院副院长盛强说，站在福利院的
角度，他希望能有更多的家庭加
入到家庭寄养队伍中。因为这些
孩子太需要体会家庭的温暖。他
们缺的不是吃穿，更缺的是精神
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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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泰安市儿童福利院的福娃壮壮被“爸妈”柳晓峰、宋燕喜夫

妇接回家，度过幸福的一天。笑容多了，走路顺了，说话流利了……一年

来，壮壮在寄养家庭爸妈的关爱下，出现了可喜的变化。2010 年福利院开

始推出儿童寄养制度，至今，壮壮是唯一的受益人。

市福利院呼吁———

更多“壮壮”

需要完整的家

福娃两个
文/本报记者 喻雯 杨璐 片/本报记者 王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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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爸妈怀里，壮壮最舒心。
● 2：宋燕喜在福利院给壮壮穿
衣服，准备接他回家过周末。
● 3：壮壮爱吃水饺，宋燕喜说：

“吃水饺意味着团圆。”
● 4 ：有了家的壮壮，大眼睛更
明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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