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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与民政部门“过招”多年，袁厉害也有自己的“杀手锏”

20个孩子一夜间都有了户口
本报特派记者 梁斌 刘志浩 崔如坤

7名孤儿和弃婴命殇民
居火灾，收养者被警方控
制，当地干部却发表系列言
论撇清责任，唯独没有深感
伤痛于内，检讨工作于外。
事件发生时间正是新的中
央领导集体抓作风一个月
之际，发生地点是好干部焦
裕禄汗水所洒、梦牵魂系的
河南兰考县。

火灾原因尚未查明，当
地干部责任却差不多撇清
了。1987年起以摆摊为生的
袁厉害收养弃婴，按当地干
部所言并不合法。2 5年过
去，无资质的公民收养100

多名被抛弃的孩子，吃着纳
税人奉养的民政干部及政
府官员不直面弃婴和孤儿
客观存在的现实，不千方百
计建起收养机构，不好好补
上有效发挥民间收养力量的
功课。这些干部来到焦裕禄
手植的焦桐下当作何感想？

当年焦裕禄被派到兰
考，当天就下乡到灾情最重
的大队，他从困难中看到希
望，鼓励大家改变面貌，并
用生命践行公仆诺言。今天
的兰考干部，有哪一位寒风
中放下架子常到有隐患的
收养家庭走走？有谁下定决
心把问题当成硬骨头不啃
下来不罢休？兰考某局长
称，县民政局和城关镇政府
一直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
事实告诉世人，有关部门所
下的决心、投入的感情、付
出的努力，又如何与焦裕禄
相比？ 据新华社

新华时评：

兰考有些干部

愧对焦裕禄

■朋友眼中：

“对收养的孩子，

好得没话说！”
“要是没有她，哪有这些孩子

们的今天，他们还不早死在路边
了！”5日下午，谈起袁厉害，她的一
位朋友颇有些“义愤填膺”。而提起
母亲，已有身孕的袁厉害的女儿杜
鹃，同样忍不住流下伤心的泪水，

“净干好事的人，咋能遇这一遭！”
针对网上“袁厉害靠养孩子骗

取低保”的传闻，无论是她的亲戚，
还是街邻好友，均表示“不可能有
这种事”。

“你想想，一个月70块钱的低
保，够养活孩子吗？”住在袁厉害儿
子家对门的一位男邻居高声对记
者说，“别说70，就算白给我几百块
钱，我也不愿意找这种麻烦(养孩
子)。”

“那些人自己不献爱心，也不
能这样糟践一个好人吧。”5日，一
直呆在袁厉害儿子家接受各路记
者采访，却始终不愿透露姓名的袁
的一位朋友王华(化名)表示，4日
自己尚在外地，听到袁家出事，她
马上赶了回来。

“厉害姐是个好人，不能让她
受了冤屈。”王华说，她与袁厉害及
其丈夫认识多年，“非常清楚她是
个什么样的人。”

王华介绍，由于长期劳累，袁
厉害身患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慢
性病，“平时睡觉不能躺着，只能趴
着或坐着。”另一位邻居说。

袁厉害的一位亲属告诉记者，
去年袁好不容易去省会郑州医院
做次检查，开了800块钱的药，最后
却因为嫌贵而“没有拿”。

“但她对孩子却是有求必应。”
王华对本报记者说，她不止一次亲
眼看到，袁收养的孩子开口向她要
钱，每当此时，袁都会毫不犹豫地

“从兜里掏出钱给孩子”。另外，袁
厉害收养的孩子基本都是残障儿，
有的常常把大便拉到裤子上，袁厉
害从来都是不顾脏臭给孩子换衣
服。

“换了我，很难做到。”王华坦
言。

至于袁厉害坚持收养弃婴的
原因，王华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感
情上割舍不下”。

“每次她一回家，孩子们要么
抱着她，要么趴到她身上。”王华
说，那种场景“任何人看了都会感
动”。

“厉害姐对孩子们的感情，确实
都是发自肺腑的。”她说，在袁厉害的
影响下，自己时不时地过来帮忙。“帮

助这些孩子们，很快乐！”王华说。
而那些大大小小的孩子们，也

不止一次地对袁厉害说过，希望长
大了能“挣大钱”，“给妈妈和其他
兄弟姐妹们盖一所大房子。”

“每次听到孩子们说这些，厉
害姐都会很高兴。”王华反问记者，

“对孩子们好得没话说！”

■家人口中：

她只知道

关心收养孩子
家人眼中，袁厉害是一个豪

爽、心善的人，但对子女的关心不
够，不过他们都已经理解袁厉害，
毕竟她要用大部分精力来照顾收
养来的孩子。

在袁厉害55岁嫂子牛凤民的
眼里，“她很忙”。就在事发当天，
她 的 婆 婆 去 世 了 ，她 也 没 去 奔
丧，一方面是因为女儿怀孕、孙
子尚小，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她放
不下这些孩子。此外，她三五天
才会到摆摊的铁皮屋逛逛，“有
时过来看看生意怎么样，有时拿
钱给孩子用。”

谈起母亲袁厉害不能回家，已
有5个多月身孕的杜鹃因担心母
亲，早饭和晚饭都没吃。接受采访
时，杜鹃不时抽泣，因为怕动胎气
而被邻居扶回卧室休息。

因为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收
养上，小儿子还不记事就被袁厉
害 送 到 了 其 丈 夫 的 老 家 河 北 。

“我跟着大伯大娘在爷爷奶奶身
边长到1 2岁。”袁厉害的小儿子
杜鸣说。杜鸣一直在河北邢台广
宗县农村长大，12岁之前的记忆
中，只见过妈妈袁厉害两次，“一
次是7岁那年，一次是9岁那年。”

■养子心中：

“世界上

最伟大的妈妈！”
“妈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妈

妈。”20岁的“小胖”袁松是袁厉害
从小收养的孩子，他因小时候患有
脑瘫被父母抛弃。小胖高中学历，
目前在医院门口和姨妈卖油条、胡
辣汤。他说，第一次打工挣钱回家，
给弟弟妹妹们买了一大包玩具和
零食，还塞给袁厉害几百块钱，但
袁厉害一分钱都没要，“只说等她
老了，别不管她就行。”说着，小胖
吸了吸鼻子，试图忍住即将夺眶而
出的眼泪。

而说起袁厉害的好，小胖却一
时不知从何说起。“这时候不想
说。”小胖沉默。

袁厉害的女儿掩面而泣。

5日，一位曾被袁厉害收养过的男子接受采访。

“没有她，孩子们早死了！”
朋友、家人替袁厉害鸣不平，养子眼中她最“伟大”
文/本报特派记者 梁斌 刘志浩 崔如坤 片/本报特派记者 王鸿光

1月5日，已有身孕的袁厉害
的女儿杜鹃一提起母亲就忍不住
流下泪水，“净干好事的人，咋能遇
这一遭！”杜鹃为母亲被公安部门
带走感到委屈。

与此同时，兰考县民政部门在
5日下午的通气会上也表示，“考虑
其行为是一种珍惜生命的行动，是
一种社会责任担当的爱心行动，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默许了这种行
为。”民政部门显然为自己的“默
许”感到无奈。

一方委屈一方无奈的背后，透
露着袁厉害和民政局、福利院打交
道的恩恩怨怨。

袁厉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
表示，1995年，由于丈夫不满自己
收养弃婴过多，夫妻双方分居。袁
厉害也尝试做出妥协，“1993年我
才第一次知道弃婴可以由福利院
管，我就抱着孩子去开封市社会福
利院，他们不收。”

对此，兰考县民政局局长杨佩
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开封

市福利院不可能不接收重症弃婴。
“只是她的收养手续不齐全，而她
的脾气又非常拗，不愿意将孩子送
往开封市福利院。但自1992年以
来，我们多次给袁厉害做工作，带
着她到开封市福利院去实地查看，
让她相信孩子在她这儿条件相对
较差，送到开封市福利院更有利于
他们的成长发展。袁厉害也向开封
市福利院送过几名孩子，但人数较
少，并且都是重症孩子，稍微健全
的孩子她都不舍得送过去。”

记者了解到，从2006年起，郑
州阳光义工组织志愿者发现袁厉
害忙于其他事务，对孩子照顾不
足，她找的代管人又没有足够的护
理能力，另外，孩子的生活条件极
其之差。为完全改变这些孩子的境
遇。这家义工组织联系了开封市社
会福利院，福利院答应可以接收所
有孩子，然而就在此时，袁厉害身
边的20个孩子一夜之间都有了户
口，并且突然消失了。

对此，杨佩民表示，兰考县民

政局曾多次协调公安、城关镇等相
关部门，但袁厉害要么拖，要么闹。

“有时就是嘴上应承着，过段时间
就将孩子全部送过去，有时就说她
跟孩子感情深，再让孩子多停留一
段时间。2011年9月，由开封市民政
局副局长带队，开封市福利院接送
车跟随，我们去接孩子，但袁厉害
及其孩子都强烈抵抗，孩子们也抱
着袁厉害不愿意去。”

至于户口的问题，杨佩民说，
兰考县民政局从未为袁厉害收养
的弃婴上户口开办过相关证明，但
随后又改口说，他接任局长一职时
间还短，不是太清楚。

由于孩子们生活条件太差，民
政部门也经常为其送衣服、被子等
生活用品，并为袁厉害及其有户口
的孩子总共20人办理了低保。当记
者追问，可否提供20人名单时，杨
佩民称，孩子一直在流动，但低保
名额一直是20人。当记者问及18个
孩子是否都有户口时，杨佩民表示
并非都有户口。

另外，有部分孩子存在代养现
象，由于袁厉害照顾不过来，由她
提供一部分费用，由她的亲戚或邻
居进行代养。当记者追问这种行为
是否合法时，杨佩民并未作答。

袁厉害收养的孤儿用过的作业本。


	A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