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孤残儿“回家”
家庭寄养给“爸妈们”带来不一样的感悟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涛

2005年，潍坊市儿童福利院
在安丘市大盛镇东田庄村设立孤
残儿童寄养基地。此后，该村先
后寄养过50多名孤残儿童。

目前尚有11名孤残儿，分别
寄养在5个家庭里。

淳朴的村民们用爱心和责任
给予了这50多名孤残儿童无私的
爱，让他们有了“爸爸”、“妈
妈”、“爷爷”、“奶奶”等许
多家人，让他们感受到了家的温
暖。

而这50多名孤残儿童，也给
这个村落的居民们带来了不一样
的生活与人生感悟。

简单的理由

沿着平坦的水泥路前行，
刚进入村庄，一户农家院院门
口镶嵌着一块写有“慈心善举
亲情奉献”的牌子，落款是潍
坊市儿童福利院。迈进大门，
迎面跑出来四个小孩，在院子
里嬉戏。

今年46岁的户主人赵宝金
是安丘市大盛镇东田庄村一位
普通的村民，从 2 0 0 5 年到现
在，他与妻子吴献珍已寄养过
六名孤残儿童，目前家里还有
三 名 孤 残 儿 童 ： 5 岁 的 方 健
北、方健盛和7岁的华宇运。

1月1日元旦，恰逢腊月初
八娄家庄大集，吴献珍去赶集
了，赵宝金与14岁的儿子赵鹏
飞在家照看三名寄养孤残儿
童。三个小家伙在卧室和客厅
之间来回穿梭，总想碰触客厅
内用来生炉子的铲子。怕烫伤
孩子，赵宝金在一边不断地提
醒着小孩别碰炉灶。一会儿方
健北喊渴了，赵宝金就倒上一
杯热水，用两个杯子倒换一
会，等水温正好时再端给孩子
喝。

上午十点左右，吴献珍赶
集回来，三个小家伙一涌而
出，抱着吴献珍的大腿喊妈
妈。吴献珍放下手中的物品，
一一与孩子拥抱，用手轻轻抚
摸他们的脑袋。

说起寄养孤残儿童的初
衷，这位朴实的农民嘿嘿地笑
了起来。

“哪有什么想法啊，当时
俺四婶在福利院工作，一次回
家召集大家商量说要寄养孤残
儿童，考虑到在家闲着也是闲
着，一个孩子也是养，多几个
孩子同样也是养，感觉是个挺
好的事情就答应了。”

为了一个简单的应承，赵
宝金与妻子就坚持了七年，任
劳任怨，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
样照顾孤残儿童。

“每天出门回家，孩子都
会围上来喊爸爸妈妈，心里感
觉特别暖和。”吴献珍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表情。

让赵宝金记忆最深的一个
场景是，一次他帮邻居家卖
姜，晚上回家时已八点多，也
没有吃饭。赵宝金回家后就坐
到沙发上休息，尚不能说话的
方健北从卧室里跑出来拉着赵
宝金的手，一只手指着炉灶上
的锅，意思是让赵宝金赶紧吃
饭，这一幕让赵宝金心里热乎

乎的，感觉没白养活这些孩
子。

没那么容易

在赵宝金家客厅的东墙上
挂着一本康复计划书，里面记
载着寄养儿童的姓名、出生年
月、身体情况，还有康复目标
和要求。孤残儿童寄养，不仅
仅是简单地穿衣喂饭，肩负更
多的是帮助他们康复、健康成
长。

7岁多的华宇运被抱来时
仅六个月大，先天性双脚缺
失，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穿
鞋，赵宝金夫妇就照着他脚部
的形状给他做圆形的鞋子，这
几年做了多少双已经记不清
了。为了让华宇运能够正常行
走，赵宝金夫妇用三轮车拉着
华宇运外出锻炼，架着华宇运
的胳膊锻炼其站立、行走能
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华
宇运行走自如。

方健北刚来时不能坐，手
也拿不住东西，吴献珍就专门
训练他这些方面。要训练孩子
正确坐姿、训练双手抓握能
力，还要进行进行头部控制能
力训练，同时多给孩子创造运
动机会，如翻身、坐起、拿玩
具等。

由于多数孤残儿童被抱来
时不足一岁，吴献珍每天都要
给小孩喂奶粉、饼干，清理屎
尿，一晚上起来个三四次再经
常不过。有时遇见个感冒、发
烧，吴献珍和丈夫就得轮流照
看。

吴 献 珍 照 顾 3 个 残 疾 孩
子，每天洗衣做饭忙得团团
转，平常家里的农活靠丈夫一
个人干，但丈夫赵宝金一句怨
言都没有。精力都放在了照顾
孤残儿身上，

对自己亲生儿子的关照减
少，吴献珍却笑了笑说，他现
在长大了，一些事自己就能处
理了。

上初中的儿子赵鹏飞也已
习惯了这种生活，没有一丝抱
怨，对待三个孤残儿就像亲弟
弟一样。每天放学回家做完作
业后，他就会陪着弟弟们玩，
教他们学写字。还请邻居家的
小孩过来跟他们一起玩耍。

如今，三个小家伙早已适
应赵宝金一家的生活。天冷
了，爱心人士送来衣服，但吴
献珍还是给三个孩子做了可身
的棉袄棉裤，吴献珍说自己照

着他们的身材做的衣服，穿在
身上更暖和贴身。

“说实在的，抚养这些孩
子很辛苦；比自己亲生的还要
操心，自己的孩子打两下无所
谓，养的孩子不能打骂，外人
看见了就会议论你不拿人家的
孩子当孩子。”赵宝金深深地
吸了一口烟，顿了顿说，有时
候特别累，也想放弃，但一看
小孩怪疼人的，就咬咬牙坚持
下来了。

自己的孩子

由于孩子年龄较小，而且
身体上都有某方面的残缺，单
独让其在家大人也不放心。赶
集或外出走亲戚，赵宝金和吴
献珍就会将三个小孩都带上。
为 此 ， 也 发 生 了 很 多 “ 误
会”。

吴献珍称，很多初次到他
们家的人都很惊讶他们家里怎
么会有这么多孩子，吴献珍只
好慢慢给大家解释。一次，吴
献珍一家去姐姐家串门，村里
人看见吴献珍带着四个小孩，
偷偷地跟吴献珍的三姐说“你
妹妹家的孩子真密。”过春节
时，家里所有长辈都会给孩子
压岁钱，从不把他们当外人看
待。

说到此，在东田庄村还有
一段佳话。今年56岁的赵星增
2005年时寄养过一个小孩方伟
涛，由于自己的孩子都已成
家，赵兴增夫妇对小孩格外上
心，很多事都由着小孩的性
子。赶集、串门走亲戚都会带
着，很多时候就让小孩跟村里
的孩子一起玩耍。

一次，福利院的工作人员
下来检查，发现方伟涛的脸特
别红，以为是家长没照顾好，
小孩生病了，就调查这件事。
结果发现，小孩非但没生病，
身体还非常健康。原来，赵星
增经常带着方伟涛赶集，方伟
涛经常跟村里的孩子在村里追
逐嬉戏，把脸给冻红了。

赵星增说，儿女都已成
家，老两口在家也没事，看着
村民寄养儿童感觉很好，就申
请寄养。从2005年至今，赵星
增已经寄养了四个孤残儿童。
如今，已有三个孩子被人接走
收养，只有 7岁的唐人宝还寄
养在家里。赵星增每天都搂着
唐人宝睡觉。

寄养一个孤残儿童，福利
院每个月会拨付460元的费用。

而如今，在大盛镇外出打工，
一天就能赚个上百元。对此，
也有很多人对赵宝金、赵星增
等的作为不理解，认为他们的
举措太傻。

“这些孩子都是被父母遗弃
的孩子，我就想把他们当自己
的孩子一样带，补偿他们失去
的父母关爱和家庭带来的温
暖。”

最是伤别离

寄养与收养不一样，每个
被寄养的孩子最终都面临着与
家长分离的问题。有的孩子在
寄养期间，福利院帮他们找到
了收养家庭，他们就不得不离
开寄养家庭；有个别寄养家庭
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不能继续履
行认养任务，孩子就不得不被
领回儿童福利院。而每一次分
离的场景都是大家不愿意看
到，也不愿意接受的。

赵宝金与吴献珍夫妇从
2 0 0 5 年至今已寄养过六个小
孩，其中有三个小孩已经被人
收养。提起三个小孩被带走的
那一幕，吴献珍和赵宝金看了
看挂在墙壁上的“全家福”，
眼睛中有泪水在打转，话语中
掺杂了丝丝哭腔。

“孩子不足六个月就抱来
了，一直当自己亲生的养，每
天都围在身边喊爸爸妈妈，突
然间被接走，心里空落落的，
一时半会缓不过来”吴献珍
说。“有时候也特别想去看看
那些孩子，做梦都想，但有规
定不允许看望。”吴献珍话语
中充满了点滴无奈。

赵宝金的母亲时常过来帮
忙照看小孩，跟小孩产生了深

厚的感情，在第一个小孩被接
走后，赵宝金的母亲生活黯淡
了很长时间，后来再有小孩被
接走，大家都瞒着老人不告诉
她，怕老人家伤心。

赵星增至今还记得送走方
伟涛的那一幕：孩子紧紧抓着
车门不愿上车离去，不住地哭
泣，那种哭声给人一种撕心裂
肺的悲痛，在场很多人都落下
了眼泪。

后来没办法，赵星增只好
抱着方伟涛一起去福利院，一
路上爷两个哭得一塌糊涂，眼
睛都哭肿了。忍不住对孩子的
思念，赵星增想尽各种办法托
人要来了方伟涛与其外国父母
的照片。如今，赵星增每每想
念方伟涛时，都会拿出照片看
上一段时间。

离别最伤人。每每看到那

些泪水，村支书赵连军深有感

触。家庭寄养只是一种临时的

家长与子女关系，不是监护责

任的真正转移。所以，遇到这

种情况，儿童福利院方面处理

起来就特别棘手；每次福利院

来接孩子都会事先通知村委，

很多时候大家都不去现场，不

是不愿意，是实在不忍心。

潍坊市儿童福利院自2005

年在村里设立孤残儿童寄养基

地，到现在一共寄养过50多个

孤残儿童，目前尚有11个孤残

儿，分别寄养在 5个家庭。最

多的时候，村里有13户人家寄

养着 3 0 多个孤残儿童。而如

今，很多家庭因经济或个人身

体原因，更多的家庭因为难以

接受最后的分离，已经不再寄

养孤残儿童。

潍坊市儿童福利院家庭寄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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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献珍在陪孩子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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