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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调查

5月 2日，是艾克拜尔 10 岁
的生日。

巧合的是，就在这天，他在
哈尔滨流浪了一个月之后被接
回新疆。

这是新疆宣布“接回所有新
疆籍流浪儿童”之后，被接回的
第一个儿童。

艾克拜尔暂时被安置在新
疆乌鲁木齐 SOS 儿童村，3 号家
庭的妈妈夏达提为他准备了抓
饭和大盘鸡，他脸上满是笑，眼
里却含着泪……

4 月 23 日至 25 日，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党政代表团在山东
省走访，自治区党委常委尔肯
江·吐拉洪建议两省区设立救助
新疆籍流浪儿童工作协调小组，
建立“双方互动、共同协商、密切
配合、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共
同打击拐骗、操纵新疆籍流浪儿
童的违法犯罪活动。

山东只是其中之一。4 月 23
日至 5 月 1 日期间，新疆派出代
表团分赴 19 个对口援疆省(市)
进行走访，出发前，张春贤在会
上提出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向
所到省(市)宣布“接回所有新疆
籍流浪儿童”这一消息。

为确保每一名返疆流浪未
成年人能得到教育和救助，5 月
份，新疆将派出 10 批 49 人次与
内地民政部门签署“救助保护内
地新疆籍流浪未成年人协议”。

5 月 4 日，民政部召开全国
打拐被解救人员救助保护工作视
频会议，专题部署全国打拐被解
救人员救助保护工作和新疆籍流
浪儿童返乡安置工作。民政部副
部长窦玉沛要求，对于此次解救
的新疆籍流浪儿童，各省区市须
指定一个交通便利、设施完善、新
疆籍儿童救助量大的救助管理
站，接收救助新疆籍流浪儿童。

新疆的态度和决心让很多
内地省(市)充满了期待。

新疆在这个问题上缘何下
这么大决心？信心源自何处？流
浪儿童接回去之后，是否还会像
从前那样“回流”？这些问题也让
很多内地省(市)有所疑虑。

“硬件”投入 6000 万元

如何让有不良行为的未成
年人得到有效矫治，让他们健康
走上社会，不再“回流”，这是政
府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

5 月 14 日，新疆乌鲁木齐

SOS儿童村。
吃完早餐，艾克拜尔被民政

厅的人接走了，“听说自治区的
一位领导要带着他去买学习用
品”，本来不幸的艾克拜尔转眼
间成了一个幸运儿。

对于现在的生活，艾克拜尔
只能用“做梦一样”来形容。当天
下午，记者在 SOS儿童村见到他
的时候，他抱着一个可爱的大抱
枕，坐在客厅的毛毯上，一边和
两个弟弟翻滚着玩耍一边看电
视。艾克拜尔所在的 3 号家庭，
加上他一共有 8个孩子。
“连睡觉的时候他脸上都挂

着笑。”姐姐尼亚孜古丽说。
而就在一个多月前，他还在

哈尔滨过着食不果腹的流浪生
活，当哈尔滨救助管理站的工作
人员发现他时，他“浑身上下黑
得只剩下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不知是真的忘记了，还是害
怕打破现在的美好生活而故意
隐瞒，一问起他的家庭情况，他
总是摇头。而当记者问他在哈尔
滨的流浪生活，他的脸上也阴郁
起来。

“如果找到了你爸爸妈妈，
你回去吗？”他摇头。

他觉得呆在儿童村，“非常
快乐”。

回到新疆之后他就说“想上
学”。5月 13日，在多方的共同努
力下，他已经开始上学了。由于
底子薄，他从一年级上起。
“晚上回来就做作业，今天

早晨也起得很早，在那儿读汉语
拼音。”姐姐阿依仙木告诉本报
记者。

新疆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吐尔文江·吐尔逊(维
吾尔族)认为，把流浪儿童安置
在儿童村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但并不是所有流浪儿童都符合
条件，而且安置人数实在有限，
“政府的重点和难点其实是在那
些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身
上”。

吐尔文江从 1999 年就开始
从事新疆流浪儿童的调研，就在
4 月 20 日前后还参与完成了一
个有关的调研活动。

现在，新疆籍流浪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行动已经全面启动。截

至 5 月 13 日，有公开报道显示，
新疆已经接回 52 名流浪未成年
人。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的救
助对象，主要为 18 岁以下无法
定监护人、流浪无着落和有不良
行为的新疆籍流浪未成年人。
“接回来容易，关键是接回

来之后怎么办？”吐尔文江认为
这才是一个庞大的繁琐工程。

据了解，被救助回来的未成
年人返疆后，流浪 3 个月以上、
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将在流
浪未成年人教育培训中心进行
教育培训和行为矫治；流浪不满
3 个月的，将送回原籍进行教育
管理；没有法定监护人的，将在
儿童福利院由政府抚养，年满 16
周岁的，有关部门将对其进行职
业技能培训后提供就业服务；患
病或被犯罪分子虐待致伤致残
的，将在医院进行救治。

据悉，新疆财政拨款 1000
万元，用于对现有的流浪未成年
人教育培训中心进行改、扩建，
并投资 5000 万元用于建设新的
教育培训基础设施。

但吐尔文江认为，仅仅“硬
件”上去了还不够，“软件”也必
须提高。
“对于一些问题少年，根据

个体差异，建立评估体系，然后
制定出具体的教育和培训计划，
不能搞一刀切。”在吐尔文江看
来，“受毒害”时间较长、影响较
深的不良未成年人被接回来之
后如果马上送回家，“回流”势必
不可避免；有的“受毒害”较浅被
迫从事偷窃的孩子，如果对其强
迫进行教育，效果可能会适得其
反。

如何让有不良行为的未成
年人得到有效矫治，让他们健康
地走上社会，不再“回流”，这是
政府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

目前，新疆各地、重点县市
均设立专门机构，制定救助保护
专项行动方案，并组织实施，使
这些孩子有家可回、有学可上、
有事可做、有医可就。

流浪儿童 10 年增 10 倍

“这个事情危害在内地，对
于新疆来讲，有很多事情需要去
做，而这件事又不创造产值，花
这么大力气干什么？”这次新疆
下这么大决心救助流浪未成年
人，吐尔文江认为，包括很多新
疆人都不一定明白其中原因。

“上世纪 80 年代之前，提起
新疆，很多人的印象都是‘新疆
人热情好客，能歌善舞’；现在，
一提新疆，很多人眼里就浮现出
‘新疆小偷’的样子。”吐尔文江
认为，很多新疆孩子在内地实施
偷窃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新疆形
象。
“渐渐地，很多人开始排斥

新疆人，有时候去住宾馆，问有
没有房间，服务员热情地说‘有
呢有呢’，一看身份证是新疆人，
立马改口说没房了。”吐尔文江
认为这反过来又伤害了新疆人
的感情。
“这些小孩都被团伙控制，

进行过反侦查的训练，经常自
残或者是装疯、装聋作哑的，警
察都拿他们没办法。”吐尔文江
说。

济南市公安局山大路派出
所刘志文警官坦承，新疆小偷让
他们头疼，语言不通，难以确认
其身份，证据不好掌握，被抓后
很多人有自残行为，而且还要考
虑民族关系，所以很难处理，只
能是“抓了放，放了抓”。

从上世纪 90 年代至现在，
新疆儿童到内地进行偷窃的现
象“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有恶化
的迹象”。吐尔文江表示，根据最
新的调研结果，目前全国新疆籍
流浪儿童的规模可能已达到 3
万至 5 万人，而且正在向二线、
三线城市渗透。而他们 10 年前
提交的调研报告中，这一数目为
3千至 6千人。

吐尔文江认为，很多儿童都
是被团伙操控的，只解救儿童解
决不了根本问题，“我建议自治
区派一批懂维汉双语的民警，到
内地公安机关去挂职，协助当地

警方打击幕后团伙。”
作为一名维吾尔族人，吐尔

文江认为，“接回所有新疆籍流
浪儿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大好
事，“这样能让孩子得到更好的
保护和教育，有利于他们更好地
发展，一旦长期从事偷窃，养成
了好吃懒做的习惯，矫正就很困
难了。”最重要的是，他觉得政府
重视这个问题，能够消除民族之
间的隔阂，重塑新疆形象。

吐尔文江说，一个例子是自
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力挺在外
打工的新疆人阿里木，说明他早
已经意识到并重视“新疆形象”
了。

阿里木在贵州生活十年，节
约简朴，靠卖羊肉串省下的三十
万块钱资助了当地 100 多名困
难学生。在由新华社发起的“中
国网事·感动 2010”年度网络人
物评选中，阿里木以 245050 张
选票排在第一位。而在这二十多
万张选票中，也有自治区党委书
记张春贤力挺的一票。

2011 年 1 月 20 日，阿里木
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张春贤
亲切接见了他，并称之为“弟
弟”。直到现在，新疆的媒体还在
大力宣传向阿里木学习。
“张春贤书记就是要做到在

新疆、在全国重塑新疆人的形
象，重塑新疆少数民族的形象。”
吐尔文江说。

如何让他们不再“回流”

在吐尔文江看来，发展经济
解决民生问题，对于解决新疆流
浪儿童“回流”无疑具有重大作
用。

“我们调研时发现，新疆流
浪儿童返乡之后，二进宫乃至三
进宫的比例达到 60% 至 70%。”
吐尔文江说，“很多孩子被我们
解救回来以后，可能送他返回的
工作人员前脚刚走，他后脚又出
走了。”

吐尔文江认为，贫富差距是
导致新疆流浪儿童“回流”的一
个重要原因，“回家后家里穷得
吃不上饭，犯罪分子现在也不仅
仅靠暴力来控制孩子，有一个孩
子偷的包里有 8 万元钱，结果他
们就奖励给孩子 1 万。甚至有的
孩子家长因为得到了利益，对于
孩子的行为都默认了。”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遇到 10
岁的买买提(化名)，他家在沙漠
边缘，“经常吃不饱饭”，父母离
异，父亲为他找了一个后妈，后
妈不喜欢他，父亲就将他“卖”给
了在黑龙江的一个偷窃团伙。

那个城市很漂亮。买买提完
成偷窃任务的话，“管吃管住，一
天还给 50 元钱。”这样的生活条
件，让他感觉有时像活在天堂
里，但是完不成任务的时候，就
会遭到毒打，一下子就进入地
狱。

虽然被解救回来，但是对于
以后的出路，买买提非常迷茫：
“如果把我送回家，肯定还会把
我卖掉。”10 岁的买买提害怕回
家，甚至故意向解救他出来的救
助站工作人员隐瞒自己的家庭
住址和父母姓名。

在吐尔文江看来，发展经济
解决民生问题，对于解决新疆流
浪儿童“回流”无疑具有重大作
用。
2011 年是新疆的民生年。自

治区确定的 22 项重点民生实事
项目正紧锣密鼓地展开。有媒体
做过统计，进入 2011 年，新疆平
均不到 3 天就有一项惠民政策
出台。

最近，喀什麦盖提县巴扎结
米乡亚洪旦村 61 岁的阿不都克
里木老人经常到附近的一个工
地上去转转，山东日照市对口援
建的安居富民工程正热火朝天
地进行。这个示范项目将为附近
两村村民集中建设 568 套配套
设施齐全的富民安居房，今年 11
月底竣工。

5 月 14 日晚上 7 点多了，
SOS 儿童村 3 号家庭的孩子们
陆续放学回来了，艾克拜尔在四
姐的辅导下开始做作业，而妈妈
则在厨房里开始忙活着做晚饭
了……

4 月下旬，新疆宣布“接回所有新疆籍流浪儿童”。新疆的态度和决心让很多内地省(市)充

满了期待。新疆在这个问题上缘何下这么大决心？信心源自何处？流浪儿童接回去之后，是否

还会像从前那样“回流”？

流浪儿回家
新疆重塑形象
文/片 本报记者 鲁超国

▲新疆乌鲁木齐SOS 儿童村。

▲艾克拜尔在 SOS 儿童村内的一座雕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