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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街头游荡，在城中飘泊；

他们希望帮助，却又拒绝救助；

他们渴望有家，却又害怕回家

城城城市市市救救救助助助之之之思思思

工作人员晚上开车不断寻找流浪人员。 本报记者 孙孙国国祥祥 摄摄

文文//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蔚蔚晓晓贤贤 片片//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孙孙国国祥祥

贵州毕节五名男童的死亡，给整
个社会敲响了一记警钟。关于街头流
浪儿童、流浪者的救助成为这个冬季
新的话题。人们希望，每一次生命的
逝去，都能换来人们的反思，进而推
动制度的改善以及这个社会的进步。
我们现在关注流浪儿童，是希望这个
城市永远都没有流离失所的孩子；我
们现在关注流浪者，是希望这个城市
永远都没有流浪者。

干了近三十年的救助工作，李斌已经
习惯了与或蓬头垢面，或精神失常的流浪乞
讨人员打交道，而最令他以及他的同事们痛
心的莫过于在救助中遇到的那些孩子了。

李斌告诉记者，这几天，潍坊市救助
站就救助了一个15岁的重庆少年，男孩小
时候成绩优秀，母去世后，父亲给他找了个
继母，因不堪继母对他的打骂，男孩忍无可
忍后离家出走。男孩随后在北京等地打工
谋生，后流落到潍坊，因身无分文，在一家
便利店偷面包的时候被抓后送到了救助
站。李斌说，男孩特别聪明，英语很好，每天
要求看报纸，还很关心国家大事，连十八大
人事变动都很清楚，可对自己的家庭住址，

男孩死也不肯说，他说他永远不想回家。
没有家庭住址就无法把男孩送回家，

可在李斌和他的同事们们看来，把孩子送
回家未必就是一个完美的结果。今年年
初，潍坊市救助站救助了一个名叫葛俊海
的流浪未成年人。这个男孩被救助时只有
8岁，是日照莒县人，由于父母离异，父亲
在外打工，无暇照顾他，葛俊海成为了一
名流浪未成人。根据救助管理制度，葛俊
海被送回了老家，可是当工作人员看到他
家的房屋破烂不堪，四处漏风煞气，就连
床都是用砖头随便一垒，铺上了一张木板
而成时，护送的工作人员都为之心寒流
泪，给他送了一些衣服和吃的后，救助站

站工作人员找到了他所在村的村委，好在
村委表示将尽快为其解决生活问题，并打
算让他重返校园，同时还要向乡镇的民政
部门为其申请低保等，确保他能像其他孩
子一样过上有学上，有饭吃的正常生活。

而最令救助人员头疼的还是同一个
人被反复救助。今年5月份，潍坊市救助站
就救助了一个10岁男孩。这个男孩几乎每
个工作人员都认识他，因为他已经被救助
过8次了。男孩名叫穆子友，今年14岁，患
有轻微的弱智，平时不哭也不闹，就是不
爱在家里呆着，三天两头向外跑，其父母
很爱这个孩子，每次离家出走，他们都会
到处寻找，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但

是其父母也表示很无奈。本来该男孩在一
所学校上学，可是由于智力的问题，他一
点都跟不上趟，实在没办法了父母才让他
辍学，他们也试着联系特殊学校，当时高
昂的学费他们实在承受不了，所以只好让
穆子友在家里呆着，开始他还能看看电视
打发时间，可是后来干脆离家出走，到外
面去玩，而且一出去就不回来，好在每次
都有好心人帮助他，要么把他送回家，要
么帮他报警送到市救助管理站，他父母告
诉工作人员，其实他们最担心的是，万一
孩子遇到坏人，再被坏人利用，使孩子走
上犯罪的道路，他们到时候就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

没有流浪者

是最好的1

送回去未必是完美的结果2

3 需要救助的还有他们的精神

在李斌的同事王彦洪看来，与国内很
多城市相比潍坊的流浪乞讨人员少得多。
王彦洪告诉记者，借着送流浪乞讨人员回
家的机会他到过很多城市，不管是省会城
市还是地级市、县级市，相比而言，潍坊的
流浪乞讨人员很少。王彦洪认为除了潍坊
的治安环境好外，潍坊当地媒体功不可
没。他说，潍坊的各大媒体都非常支持救
助工作，不仅热心与救助工作的宣传报
道，还热心帮扶受助人员，还有的媒体大
力揭露职业乞讨，使得很多职业乞讨人员
减少了市场。

现在王彦洪在街上遇见流浪乞讨人
员，只要看一眼就能猜出眼前的这个人的
真实情况。王彦洪说，他最不愿看见的就

是职业乞讨者，有一次他们发现了一名乞
讨者，当工作人员提出要将其接到救助站
时，此人拒不接受。不接受救助，是职业乞
讨者常见的表现，而令王彦洪目瞪口呆的
是，当工作人员要求查看乞讨者的身份证
件时，此人竟从口袋里掏出一叠汇款单，
这些都是他乞讨得来的钱，汇到老家去，
工作人员看到，汇款单上的金额少则三五
百，多则两三千。

而令工作人员无语的还不止这些，今
年9月中旬，潍坊市救助站对拦车乞讨人
员进行为期三天的集中“清理”，救助人员
依托救助车，在汽车站、火车站、泰华、中
百、新华路佳乐家、健康街等繁华地段来
回巡查，一旦发现有乞讨人员尤其是拦车

强行乞讨的人员，立即下车劝其到站接受
救助，对不愿意接受救助的人员，工作人
员视情况发放食品和纯净水、衣服等，并
劝其尽快结束流浪马上返乡。而救助人员
调查发现，这些乞讨人员绝大部分都是职
业乞讨者，他们统一居住、统一行动，并有
专门人员负责监管。他们有的拿着鸡毛掸
子一边给过往的车辆擦拭前挡风玻璃，一
边要钱，有的则是妇女怀里抱着几个月至
几岁的孩子，拦车或路边乞讨博取同情，还
有的是装扮成残疾人，趴在带有音响的小
车上放音乐向路人乞讨等，每天收入在200

到300元不等，而带着孩子乞讨的妇女则直
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孩子是租来的。

几十年的工作中，老王接触过形形色

色的流浪乞讨者，他总结出，有两种人不
愿意接受救助。一种是流浪汉，他们不乞
讨，每天靠捡废品，吃垃圾度日，他们自由
惯了，四处游荡。另一种就是职业乞讨人
员，一旦接受救助，就断了他们的财路。一
些强制被救助的职业乞讨人员甚至跟工
作人员讨价还价，回家的票必须买两张，
一张回家坐车用，一张卖掉。

在李斌和他的同事看来，救助管理制
度仍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除了物质生活
上救助之外，流浪乞讨人员需要的还是精
神上的救助，就像贵州死去的五个孩子，
除了追究相关部门的责任，更重要的还是
要强调家庭的责任，毕竟，只有他们的家
庭才能提供一个温暖安全的港湾。

1111月月2211日日上上午午，，潍潍坊坊市市救救
助助管管理理站站办办公公室室里里的的几几名名工工作作
人人员员缩缩着着脖脖子子忙忙着着手手头头的的工工
作作，，由由于于供供暖暖管管道道维维修修，，暖暖气气一一
直直没没有有供供上上，，这这让让大大家家对对救救助助
站站宿宿舍舍里里的的一一名名老老人人和和一一个个男男
孩孩感感到到担担忧忧，，所所幸幸这这些些天天太太阳阳
都都挺挺好好，，不不至至于于太太冷冷。。

面对记者的突然到来，在
救助站负责宣传工作的樊东辉
猜道，“你们是因为贵州那几个
孩子的事来的吧？”

11月16日，5名男孩被发现
在贵州毕节街头的垃圾桶内身
亡，调查发现，5名男孩是在垃
圾桶内点火取暖不幸一氧化碳
中毒致死的。消息一出舆论哗
然，潍坊市救助管理站上下也
顿时紧张起来。

对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来
说，出现流浪乞讨人员暴死街
头是不可容忍的事故。尽管事
发千里之外的贵州，但5个男孩
的死像针一样刺痛每个人的神
经。

一个关于流浪未成年人专
项救助活动的方案已经放在潍
坊市救助管理站副站长殷永强
的案头，这个刚刚上任的新副
站长决定亲自上街巡查。

21日晚，殷永强亲自带队
到潍坊街头巡查流浪者，几个
小时的巡查一无所获，面对跟
随的媒体记者，救助站的工作
人员显得有些失望，但这对已
经在救助站工作了近三十年的
李斌科长来说，却是再好不过
的情况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没有流浪者最好”。
今年五十多岁的李斌，近

三十年的时光在救助岗位上度
过，对那些“常驻”潍坊的流浪

乞讨人员的情况他可以说了如
指掌，潍坊市区哪个桥洞、哪片
树林是流浪人员的最爱，哪座
桥哪个商场是乞讨人员的集散
地，李斌都一清二楚。令他自豪
的是，这些年来，潍坊没有发生
过一起流浪乞讨人员饿死冻死
街头的事件。

其实没有贵州发生的惨
剧，潍坊市救助管理站也从未
放松过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
助，就在舆论谴责个别救助管
理部门“被动救助”、“消极救
助”的工作作风的时候，潍坊市
救助管理站已于多年前就创新
形成自己的一套救助模式，并
明确提出要开展街头主动救助
工作的概念。

樊东辉告诉记者，潍坊市
救助管理站每周至少三次到街
头入社区，主动救助流浪乞讨
人员，发现后劝导其到站接受
救助。此外，他们还提出开展极
端天气救助的工作，而最重要
的是专门提出了开展针对未成
年人的救助保护工作。

今年9月份开始，潍坊市救
助管理站开展“接送流浪孩子
回家”专项行动，救助流浪未成
年人，同时与潍州路街办等十
余家基层机构组织结成“温情
联谊”对子，设立24小时救助流
浪未成年人专线，加大救助力
度、密度和广度，对露宿街头流
浪未成年人实行主动救助，确
保流浪未成年人得到全方位救
助。截至目前，共救助流浪未成
年人110余人次。

而贵州毕节五童毒死垃圾
桶后，潍坊市救助管理站更是
将每周至少三次到街头入社区
提高到每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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