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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济南儿童福利院“亲亲妈妈”和“福娃”们的故事

文/片 记者 史安琪 石晟绮

从“福娃”到特教老师

1993年的冬天，一名2岁的小
女孩身穿棉袄，手拿苹果，坐在福
利院门口。她叫福白，是济南市儿
童福利院收养的一名“福娃”。2009
年，福白离开福利院去上大学。三
年后她又回来了，成了这里的一名
特教老师和康复师。

“亲亲妈妈”是济南市儿童福
利院全力打造的服务品牌，而福白
是记者见到的第一位“亲亲妈妈”。

福白说，她是在福利院妈妈们
的关爱下成长的，永远感恩妈妈们
对她的关爱，于是有了“长大后我
就成了你”的选择。

“今年是我任教的第11年，在
自己家里上班，特有归属感。”福白
说，童年的经历让她倍感母爱的温
暖，当初在“妈妈们”的指导下她选
择了康复治疗专业，毕业后毫不犹
豫地回到济南市儿童福利院工作。
福白介绍，平时会教“弟弟妹妹”们
串珠、烘焙、制作手工皂等。“这里
的孩子大多身体有缺陷，通过这些
课程，既能治疗也能掌握一项技
能。”福白笑着说，他们经常能制造
出不少惊喜。“有位叫茂茂（化名）
的学生，他是脑瘫患者，从外观看
绝不相信他能串珠。经过一段时间
的训练，如今的茂茂可以串兔子、
苹果等许多作品。”

2012年，刚刚入职的福白遇到
了第一个服务的孩子——— 银银（化
名）。“银银双足内翻，无法独坐独
站，即使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康复
训练，仍不见成效。”福白皱着眉
说，当时一度想要放弃，但想起回
院的初心，便立即打消了这个念

头。针对银银的病况，福白与同事
查阅各种资料，书写了上万字的康
复训练方案。每天坚持给银银推
拿、针灸理疗等，六个月后终于看
到了胜利的曙光。“银银能独立往
前迈两步了。”福白眼泛泪花称，短
短两步让她们看到了希望。最终在
大家的努力下，银银顺利回归了家
庭。

福白一边给记者讲述，一边在
康复区给孩子做康复训练。秋日的
一缕暖阳打在她的脸上，汗珠清晰
可见。“一个孩子需要按摩半小时，
一下午大约按摩6个孩子。”福白表
示，她恨不得把在学校学到的所有
知识都运用出来。“每当看到孩子
有点滴进步，看到他们重归家庭，
都感到特别骄傲。”

最难教却最有成就感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
飘……”七年级的学生们正流利地
背着古诗。

“这些孩子能背50首古诗了。”

济南市儿童福利院生活语文老师
张辉说，虽然前期教的过程很漫
长，一首诗需要教一周甚至半个
月。说实话，这是一群最难教的孩
子，却让他最有成就感。听到学生
们能背下整首诗时他倍感骄傲。

“我来福利院已经12年了，之前在
普校任教，说实话刚来儿童福利院
时确实不适应。”张辉表示，在以前
他认为作为老师教书是第一位的，
来到儿童福利院发现护理成了首
要任务。

“因为班级里有患癫痫的孩
子，医生不可能随时都在，这就需
要老师要掌握护理知识。”张辉称，
当出现突发情况时老师可以做简
单处理，比如掐人中、掐合谷等。此
外，在教幼儿班时老师身兼数职，
面对这些特殊的孩子还得会喂饭、
换尿布等。“其实我也是济南市儿
童福利院众多‘妈妈’中的一员，在
这里化身成了‘斜杠’老师，身兼父
母、护理员等多个角色。能为他们
多做一些事，我很高兴。”

“我认为儿童福利院很需要男

老师。”张辉作为济南市儿童福利
院唯一的男老师，他承担了帮助孩
子树立阳光自信的使命。“班上有
个患有脑瘫的学生一上台就很紧
张，手攥得很紧，手心里都是汗。”
张辉表示，他告诉学生作为男孩子
要自信自强，通过模拟上台，训练
孩子的表达能力。经过一年多的训
练，如今这名学生性格开朗，积极
参加演唱会、国旗下讲话等各种活
动。

“提起老师，大多数人会想到桃
李满天下。”张辉坦言，他刚来院的
前半年，总感觉到挫败。“经常一个
字教很多遍都教不会，但他们也有
让我自豪的时刻。”张辉解释，突然
有一天学生们拿着写好的字给我
看，那一刻觉得自己所有的努力都
值了。如今张辉已经教了100余名学
生，其中不乏一些回归家庭的孩子。

二十年的坚持

“至今我都记得第一次来儿童
福利院时的场景。”济南市儿童福

利院特护一区区长李德伟追忆，21
岁的她刚刚毕业，不会想到跟“妈
妈”这个词挂钩。但当她看到弱小
的孩子渴望的眼神，伸着手想要抱
抱时，李德伟停住了脚步，这一停
就是20年。

“你知道二三十个孩子同时哭
是什么感受吗？”

21岁的李德伟对于“妈妈”这
个岗位并不熟悉，失眠是常有的
事。李德伟讲，她曾经崩溃过，也想
着要不放弃吧。因为她服务的孩子
是重残、手术前后、新入院需要观
察或患有传染病的儿童，这些孩子
情况比较严重，需要特殊护理。“每
天一两万的运动步数对我来说是
日常。”李德伟表示，她每天都在
想，能为孩子们做些什么？可有时
总是事与愿违。

“曾有一名14岁的小男孩，原
本是最阳光开朗的年纪，他却总是
叹气。”李德伟介绍，小男孩患有脑
瘤，无法根治，手术后压迫神经导
致失明。“他曾经问我：妈妈，我是
不是再也看不见，无法行走了？”李
德伟抽泣着说，当时听了心里很不
是滋味，决定训练他好好练听力。

“我站在前边喊他名字，让他通过
声音辨别方向。”李德伟表示，半年
的时间，小男孩进步显著。坐、站
立、走、扶着杆子走圈，到最后他可
以围着操场跑两圈。“我当时高兴
极了。”李德伟虽然笑着但眼睛却
透着难过，“在一次严重发病时，小
男孩在医院没能抢救过来……”

“即使有些孩子病得很重，照
顾很多年仍不认识我，甚至看不到
好转的希望，我也不会放弃。”李德
伟认为，做好这份工作就要有大爱
之心，应时刻用爱心、耐心、责任心
呵护每一个生命，让每一个孩子生
活得更有尊严和意义。

记者 孙雪婷 通讯员 李亚茹

主动照顾瘫痪公公
称“这是应尽的义务”

1990年，张连敏嫁给了在家
中排名老三的贺玉东，成了贺家
的儿媳妇，婚后一直和公婆生活
在一起。2007年，公公因脑血栓导
致瘫痪在床，不能说话，也失去了
生活自理能力，需要24小时照顾。
考虑到大姑姐、二姑姐在外地，小
妹也已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工作，
张连敏便和丈夫商量，主动扛起
照顾公公的担子。

今年81岁的贺永庆瘫痪后完
全失去了自理能力和身体需求反
馈能力，渴了、饿了、想上厕所，全
靠儿媳张连敏日日照料积累的经
验判断。开始时，因为要每天擦洗
身体、换尿布，贺永庆总觉得不好

意思，就算亲生闺女擦洗都很难
为情，更别说儿媳了。但张连敏却
说，公公也是爹，该怎么照顾就得

怎么照顾。“一开始，我自己也觉
得不好意思，但后来一想，谁都有
老的时候，谁也有生病的时候，计

较那么多还怎么照顾病人，他拉
了尿了，我就给他拾掇、给他洗，
这都是我应尽的义务。”

公公瘫痪在床十余年
身上没有一点异味

十年前，张连敏因腰椎间盘
突出动过大手术，留下了腰疼的
后遗症，日常照顾公公难免有些
吃力，枯燥的生活也曾让她感到
疲惫和委屈，有时夜深人静也会
偷偷抹泪，但这都不影响她对公
公无微不至的照顾。贺永庆虽然
每天躺在床上，不能说话，但儿媳
对他的照顾，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公公80岁生日那天，我给他喂饭
的时候，他就冲我竖大拇指，然后
吃着吃着饭就开始哭，他一哭，我
心里也觉得不是滋味儿。虽然他
不能说话，但他心里都明白，也是
觉得给年轻人添麻烦，觉得过意
不去。我就尽量地在他面前多哄
哄他，让他开心点。”张连敏说。

在张连敏的体贴和照料下，
何永庆虽然瘫痪在床十余年，但
精神良好，面色红润，身上没有一
点儿褥疮和异味。

“比亲闺女还贴心”
邻里称其为好榜样

贺永庆的小女儿贺玉红说：
“换作是我，天天让我在这守着，
精神大概早就崩溃了，但是我的
嫂子一守就守了17年，比我这个
亲闺女还贴心，我爹还有这个家
都多亏了我嫂子。”17年来，张连
敏的所作所为不仅赢得了家人的
尊重，街坊邻居也都对她竖大拇
指，称赞她是“名副其实的孝心媳
妇”。她的孝心和善良，成了大家
学习的好榜样。“我们是邻居，我
几乎每天都过来玩，每次过来，她
不是在给贺叔擦脸擦手，就是刮
胡子、喂水、喂饭的，贺家媳妇孝
顺呐！”邻居周香华说。

孝心有起点，却没有终点。
常言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张
连敏却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什
么是亲情，什么是孝道。“作为儿
女照顾老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
现在的任务就是用心照顾好我
公公，这也是给我的孩子们做榜
样。”

济南市儿童福利院目前
有338名特殊的孩子，他们的
名字都以“福”字开头，被称
为“福娃”。“福娃”们其实很
不幸，他们都是孤儿且身有
残疾。然而这群孩子能来到
这里又是幸运的，因为在这
里他们有一群特殊的“亲亲
妈妈”，孩子们重新找回了
家，得到了爱。11月1日，记者
蹲点济南市儿童福利院，体
验“妈妈”们工作的辛苦，见
证他们那份特别的爱。

好儿媳十七年如一日照顾瘫痪公公
张连敏获评“山东好人”，邻里赞她“比亲闺女还贴心”

张连敏是潍坊青州市益都街道石家庄村村民，56岁的她是十里八
村有名的“孝顺媳妇”。2007年，张连敏的公公因脑血栓瘫痪在床，失去
了生活自理能力，她主动挑起了照顾公公的重任。17年来她任劳任怨，
用质朴的行动诠释着孝老爱亲的中华美德，赢得了乡亲们的交口称赞。
现年81岁的公公在张连敏的悉心照料下精神良好，面色红润，身上没有
一点褥疮和异味。

2022年张连敏被评为“潍坊好人”。近日，山东省文明办发布第139
期山东好人，张连敏获评“孝老爱亲类”山东好人。

尊老 敬老 孝老 助老

张连敏照顾瘫痪在床的公公已有17年。

福白在给福利院的孩子

做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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