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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帮特殊流浪者回家

帮特殊流浪者回家行动已收获300条线索，让两人找到原籍

又有7名流浪者有望回家
本报济南11月6日讯(记者

张榕博) 本报与济南市救助站联
合开展帮疑似精神障碍流浪者回
家行动以来，大量读者通过电话和
网络寻找亲人或提供线索。截至6
日，行动得到寻亲信息约300条，两

名流浪者找家成功，还有7人家庭
信息得到初步确认。

“昨天我们帮赵秀才与家人团
聚，今天又帮一位姑娘找到家。”6日，
济南市救助站工作人员吕奕说，回
家行动已让两人找到原籍。

“有个名叫庄长乐的流浪者信
息比较多，昨天有寻亲者看到齐鲁
晚报刊登的信息后，给我们提供了
走失家人的线索，比较吻合。”工作
人员陈艺峰说。

此外，还有东营的吉泰、河北

沧州的刘建军、辽宁盘锦的薛彬、
湖北的甘松民等几人，与提供的
信息吻合，也将进一步确认。

“庄长乐、刘建军和薛彬找到
家的可能性最大。这几天帮流浪
者回家的速度快多了，相信还会

有更多人能得到帮助。”救助站业
务科长石国华说。

截至6日，济南市救助站收到
的寻亲信息已有约300条，工作人
员正在核对，而国内各地的寻亲
家属仍在不断发来寻亲信息。

“不愿养”如何变“抢着养”
专家称可借鉴对孤儿的救助制度，并立法保障精神病人福利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本报将陆续在齐鲁晚报
网、齐鲁晚报新浪、腾讯、搜
狐微博刊载精神障碍流浪人
员的照片和个人信息。您可
以通过以下多种方式咨询相
关事宜，或提供线索。

齐鲁晚报网找家栏目
http://zt.qlwb.com.cn/201211
/zhaojia/

齐鲁晚报热线：96706

济南市救助管理站电
话：0531-85952025

齐鲁晚报微博：http://
we ibo . c om/q lwb；ht tp : / /
t .qq .com/qlwbyw；http ://
t.sohu.com/u/56975932

请您关注

第二位回家者让人唏嘘

找到了家

却成了孤儿

政府部门网站信息难查，民间网站信息又不共享

寻亲网络各自为政难起作用
本报记者 张榕博

不少流浪者难申请救助5日，精神障碍流
浪者赵秀才终于回到
了离别4年的家。但他
母亲一句“我死后，希
望政府能照顾他！”的
话让在场的人沉默下
来，帮他回家仅是第一
步，这个家庭还将碰到
不少困难。

济南市救助站业务科
长石国华说，这些流浪者
即使回家，日后面临的问
题仍然突出，不排除流浪
者被家庭遗弃的可能。

省民政厅社会救助事
务负责人李慧告诉记者，现
有救助制度，往往是把人送
到救助地就算完成了使命。
下一步的生存、安置问题，
一般由辖区政府解决，例如
发放城镇低保，为他们申请
农村五保户待遇等，但是不
少流浪者时常够不上这个

标准。
“如果这就是他们的归

宿，那只能说他们在各方面
得到的保障都是最低的，但
保障这部分没有劳动能力
的人，不能用‘最低’！”原民
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
王振耀说。

王振耀说，现在我国
最缺的就是一部关于对精
神病人关怀的《精神保健
福利法》，而这类法律将
是解决这个群体未来的重
要办法。

我国需“精神保健福利法”

“现在大街上已经很
少看到流浪儿童了，这得
益于2010年我国出台的孤
儿养育津贴制度。”王振耀
介绍，由于每个孤儿每月
有政府发放的城市1000多
元、农村五六百元的补贴，
救助和福利机构有了一定
的收益，甚至还有地方出
现了争抢流浪儿童的现
象。但不管怎么说，流浪儿
童因此减少了，国家为解
决这一难题花费了 2 5个
亿。对精神病患者同样可

以用类似的办法。
“政府应该为此出钱

了。”王振耀说，上世纪60年
代，日本就出台了《精神保
健福利法》，帮助精神障碍
患者，随之兴起的便是大量
专业的社会护理机构，而欧
美国家，专门的精神残疾人
福利法规也早已完善。

“我想，至少每年几十
亿元财政支出，就可以解
决全国成千上万家庭困难
精神病患者的生存难题
了。”王振耀说。

目前民政部、各地
市民政、救助部门都有
相关寻亲网站。但记者
浏览济南市救助站网站
发现，网站并没有刊登
流浪者信息的栏目，只
有 一 个 登 寻 人 启 事 的
“公益寻人”专栏，但
其中最新一条还是去年2
月26日发布的。

工作人员说，由于站
内人手不多，且大多承担
着接送走失人员的任务，
因此寻人专栏的更新一直
没有专人管理。

“其实，民政部有一个
走失人员登记信息的录入

系统，这个系统中走失人
员的信息最全，但是这个
网站并不对外公开。”这名
工作人员说。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
现，有关民间寻亲网站的
词条超过一千多万个。大
型网站有中国寻亲网、华
夏 寻 亲 网 、寻 亲 解 难 网
等，但走失人员刊载信息
同样滞后，而且各平台间
沟通不畅，没有共享，能
发挥作用的并不多。一名
寻亲者往往要在几十家
寻亲网上找线索，费时费
力。

原民政部慈善事业促

进司司长王振耀告诉记
者，在发达国家，寻亲平台
之间是联合起来的，而且
大家会一起讨论遇到的问
题，我们的寻亲网站还缺
少这样的沟通。

“绝大部分寻亲网站
刊登的都是寻人启事，其
实更重要的是刊登走失人
员的信息，因为了解走失
人员情况的市民或机构很
少会去这些网站。”济南市
救助站站长王子福说，另
外，在走失人员较多的农
村地区，上网仍是问题，救
助站可以通过电视、网络
提供信息。

1日，济南市救助站，一名精神障碍流浪者拿着本名为
《命运自己掌握》的书。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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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1月6日讯(记
者 张榕博) 6日，当23岁的
精神障碍流浪者王亚男回到
家时，等待她的却是父母双
亡的噩耗。

“亚男的家找到了，可
那里没有她的亲人了。”6

日，济南市救助站工作人员
张建民遗憾地告诉记者。

王亚男今年2月被送至
救助站，由于只能说出部分
家庭信息，为她寻家的工作
时断时续。3日，王亚男的照
片出现在本报报道中。5日
下午，照片幸运地被亚男家
的一位邻居看到。

张建民说，6日，这位好
心的邻居提供了亚男居住
的大致信息，原来她就住在
济南市天桥区济安街。

“她父亲早去世了，母
亲今年1月也去世了。”北坦
派出所的张警官说，亚男是
母亲去世后1个月走失的。
亚男父母留有一处房产，但
现在里面有别人居住。

“亚男还有没有其他的
亲人，希望他们能和我们联
系，另外我们会去亚男父母
名下的房子看看。我们在想，
是不是有一个好的办法，把
房子抵押出去，换来钱，把亚
男送到精神病院去治疗。”救
助站业务科长石国华说。

王亚男在别人帮助下
写下回忆她的相关信息。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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