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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没了“标签”，能更快融入社会
不少从福利院走出的孩子曾因姓“福”屡受异样眼光
本报记者 孟敏 刘爽

因为姓“福”

受到无意的伤害

“每次节假日聚会，我们
就格外招人注意。”从济南市
儿童福利院走出来的第一位
大学生福乐说。很多人会忍
不住问：“怎么都姓‘福’？”

“这些人是福利院出来的？”
而有些孩子会比较敏感，听
后便低头不语。

1983年出生的福乐如今
和普通人一样努力地打拼。

“去银行取钱、去邮局收包裹
时，一拿出身份证，经常有人
会说‘还有姓福的’。”每当这
时，福乐只是笑笑，她说已经
把心态调整得很好了，不去顾
及这些无意的伤害。

福乐大学毕业后，又回
到福利院上班。“改姓能更好
地保护孩子们脆弱的心灵。”
福乐说，她希望这里走出的
每一个孩子，都能有健康乐

观的性格。

因为“标签”

她曾被迫换工作

2日下午1时许，福利院
的“女儿”福群刚刚吃过午
饭。福群如今已经有了女儿
源源，她感到很满足。

福群说，2004年，她走上
了工作岗位。刚开始是在一
家印刷厂，周围的人一听说
她姓“福”，就知道她是从福
利院出来的，有的人会欺负
她。她实在干不下去了，就转
到一家酒店工作。酒店老板
经常给福利院献爱心，福群
才没有再遭受歧视。结婚后，
她和家人一起办了个供水
站，还开起了爱心超市，如今
生活虽清苦却幸福。

尽管18岁之后福利院的
孩子只要想更改姓名，就可以
到公安部门申请变更，但福群
从没想过要改姓。“受不受歧

视更要看个人，能奋斗、有能
力，最后总会得到尊重。”

改姓百家姓

体现社会进步

“福利院的孩子本来就有
不幸的经历，处于社会的弱势

地位，他们要重返社会、成为
社会人，必须有自己的姓名、
职业、家庭和事业。”山东大学
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表示，“福
娃”需要像普通人一样拥有自
己的姓名，“福”姓对他们今后
的处境不利。

“改姓是一种社会文明

的进步，体现了一种更加人
性 化 的 关 怀 。”王 忠 武 说 ，

“福”姓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
们成为普通社会人的过程，

“改姓百家姓能降低他们成
为社会人的周期和成本”。

山东省民政厅社会福利
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许多城市
的 福 利 院 孩 子 取 姓“ 党 ”、

“福”、“华”等，初衷大多是为
了表达希望这些孤儿在党的
政策下，沐浴着社会的关爱健
康成长。但是如果孩子将来长
大踏入社会，很容易被联想到

“福利院”、“孤儿”等。如果孩
子敏感，就容易产生自卑心
理，不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
所以，改姓百家姓有其积极意
义，体现了社会的进步。

福利院的“女儿”福群有了自己的女儿源源，过上了和普通
社会人一样的生活。 本报记者 孟敏 摄

“福”姓的改变，

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省城很多市民表示，

济南市儿童福利院

的这种做法，淡化了

孩子们孤儿、弃婴的

成长经历，能帮助这

些孩子更好地融入

社会。2日，记者采访

了那些已步入社会

的“福娃”，倾听他们

的“福”姓故事。

已改用百家姓

青岛：儿童福利院办公
室魏主任介绍，该院的孩子
一直使用百家姓。

临沂：儿童福利院2004年
开始改用百家姓，所有的孤
儿、弃婴都遵循赵、钱、孙、李
的顺序取姓。

潍坊：该市儿童福利院
去年开始启用百家姓。

威海：以前统一姓福，后

来跟院长同姓，也曾按照季
节取姓。从2007年开始采用百
家姓。

将采用百家姓

德州：现有65名儿童，原
先弃婴姓鲁或姓德，现在收
留的弃婴姓德或姓福。将考
虑采用让孩子们用百家姓的
建议。

济宁：孩子姓氏一般根
据派出所提供的捡拾人姓氏

来定，还有一部分姓福。下一
步将改变取姓方式。

暂不更改

日照：该市儿童福利院
现有40来个孩子，弃婴全部姓
党，而孤儿保留其原姓。

莱芜：现有35名儿童。弃
婴姓福，孤儿也姓福。改姓的
事情还需进一步探讨，暂未
考虑改用百家姓。

淄博：没有身份证明的

孩 子 统 一 姓“ 党 ”，被 爱 心
家庭领养之后再随之改姓。

枣庄：因该市福利院在
解放前为一名叫“万美丽”
的外国女子所建，所以福利
院 的 孩 子 也 沿 袭 了“ 万 ”
姓。

泰安：儿童福利院一部
分失去亲人的孤儿有身份识
别，各自沿袭原姓氏。另一部
分没有身份识别的弃婴，姓
党或者福。

灵活取姓

烟台：芝罘区福利院从
2008年起改用百家姓。福利院
杜主任介绍：“比如去年是卯
兔年，孩子就姓毛，男孩子叫
毛青某，女孩子叫毛玉某。计
划今年入院孩子姓龙。”

东营：以前采用百家姓，
后发现被领养的孩子查找档
案比较困难，所以从今年开
始，孩子们都姓“东”。

山东其他

福利院

咋给孩子取姓
本报记者 刘爽 孟敏

◆千道题库中抽题

2日早上6时10分，位于
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的山
工艺校考考场外，从济南各
宾馆甚至外地赶来的考生正
在寒风中候考。6000余名考
生将参加当日素描、速写以
及色彩科目的考试。

6时20分，记者被带到会
展中心西侧一间会议室，并关
闭手机。山工艺教务处处长董
占军和该校的纪检人员、题库
管理人分别输入三个密码后，

“山东工艺美院招生考试题库
选题系统”开启。6时45分，包
括本报记者在内的三位媒体
监督员分别点击键盘，从千道
题库中抽出三套当日上午“素
描”科目的考试题目。

随后，山工艺副院长苗
登宇和专家们一起讨论试
题，选中本报记者抽出的试
题。“考虑到该试题缺乏一个
明显的主体物，所以把第二

套题中的花瓶加进来。”苗登
宇介绍。这样，素描科目默画
的六种物品分别为：报纸、陶
瓷花瓶、笔、墨水瓶、不锈钢烟
缸、衬布(自定)。8时25分，考
试开考前5分钟，试题发到每
一位考生手中。

◆西餐出现在“工地午餐”

“被不锈钢烟缸难住了！”
上午11时40分，素描和速写科
目考试结束后，不少走出考
场的考生感叹这是上午科目
中最难呈现的一个物品。

东营考生小尚说，自己有
三年绘画功底，但是根本没画
过不锈钢烟灰缸。烟灰缸面积
小，反光的质感很难体现。

而下午的色彩科目考试
让更多考生大呼意外。考试
题目为：“以工地的午餐为
题，默画一幅色彩静物，必须
包括盛食物的容器、水杯、毛
巾，其他物品可以自由添
加。”一些考生在踌躇良久

后，画作上甚至出现了面包、
红酒等西餐。

“确实没有接触过工地。”
考试结束后，济南考生小李坦
言，下午的题目比较超出意料
之外，“索性只能挑自己熟悉
和练过的东西画。”他画了一
个盘子、水杯、毛巾和橘子。

◆“水果”消失，考察生活

感知力

记者发现，与省美术类统
考题目相比，校考题目更难一
些。在以往省统考中经常出现
的“水果”类物品不再出现。

“水果都是学画画入门时画
的，一些半路考生乐意去‘背’
一些水果的画法，在校考中肯
定不行。”烟台考生杨舒涵说。

山工艺副院长苗登宇
说，题目来源于生活，不仅考
察考生的艺术素养，也考察
考生的观察能力，是今年考
试题目的主要特点。

本报记者 杨凡 本报
实习生 李晓冉 张岩

让画“工地午餐”
不少考生蒙了
山工艺昨开考，本报记者获邀抽素描考题

“没去过工地，咋

知道工地的午餐是什

么样！”2日，山工艺校

考第一天的素描和色

彩科目结束后，不少

考生直呼“蒙了”。该

院 副 院 长 苗 登 宇 表

示，考试题目来源于

生活，不仅考察考生

的艺术素养，也考察

考生的观察能力。 2日，一名艺考生考完素描后伸了个懒腰。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格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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