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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公开资料表明，我国流浪
儿童已超1 5万人。自2 0 0 3年
起，每年都有1000多名在广州
流浪的儿童接受救助。此前，
广州儿保中心与广州医学院
应用心理系合作完成了一项
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流浪儿
童离家原因有四大类，逃避家
庭问题占到48%。这些家庭问
题包括家庭贫困、父母离异、
父母关系不和、在家受尽打骂
等。

调查显示，排除家庭原因
主动选择流浪的孩子并不多，
只占总人数的22%，他们离家
的目的是“打工赚钱”、“想出
去见见世面”等。而因意外其
他原因流浪街头的孩子只有
一成，包括迷路走失及被别人
引诱、拐卖等原因。

参与此次调查的50名流
浪儿童均智力正常，平均年龄
十四五岁。过半只有小学文化
程度，并主要集中在小学四年
级以下，学习能力较差。还有4

人根本不识字。
为了让滞留在此的儿童

接受教育，儿保中心专门制定
了特殊的教育，以孩子们容易
接受的方式，周一至周四教授
语文、数学、英语、美术和音乐
等课程。

尽管如此，儿保中心站长
徐福宪的心依旧悬在半空中。

“虽然孩子们在这里接受到了
教育，但这毕竟是最基础的，
跟普通学校所教的东西比起
来，差距非常明显。”他说，除
了担心流浪儿童归家后，无法
跟上学习进度外，还担心“大
龄”儿童未来的生存问题。“在
这里，已有十余个超过16岁的
大龄儿童，他们滞留时间长，
没有任何专业技术，以后踏入
社会拿什么来生存？”

据《新快报》

贵州毕节5名流浪儿童为
避寒在垃圾箱内取暖，却因一
氧化碳中毒而死，引起全社会
广泛关注。连日来，国内多个
城市纷纷出台救助机制，加大
了对流浪儿童的救助力度。记
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了解
到，内蒙古要求各级政府都要
成立由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的
工作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统
筹协调当地流浪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工作。

救助保护机构和公安机
关要综合运用救助保护信息
系统、公安人口管理信息系
统、全国打拐DNA(脱氧核糖
核酸)信息库和向社会发布寻
亲公告等方式，及时查找流浪
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对查找到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机构要及时安排接送返乡，
交通运输、铁道等部门要在购
票、进出站、乘车等方面积极
协助。

对暂时查找不到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的流浪未成年人，
在继续查找的同时，要通过救
助保护机构照料、社会福利机
构代养、家庭寄养等多种方式
予以妥善照顾。对经过2年以
上仍查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的，公安机关要按户籍管
理有关法规政策规定为其办
理户口登记手续，以便于其就
学、就业等正常生活。

对在打拐过程中被解救
且查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的婴幼儿，民政部门要将其
安置到社会福利机构抚育，公
安机关要按规定为其办理户
口登记手续。

据新华网

张双双13岁，济宁人。黄云玲
也是13岁，江西人。在3楼的未成年
人活动室铁窗前，外面一片拆迁废
墟中的未来火车站站北广场，偶尔
有几个行人经过。看着陌生人成了
双双和玲玲最大的乐趣，除了偶尔
回头与人交谈，她们一直目不转睛
地看着外面的世界，并不时叫住往
来行人，希望引起注意。

记者：在救助中心生活一辈子
可是很难受啊！

双双：唉，我可没说要在这里
呆一辈子！夏天我们出去流浪，冬
天我们再回来。

记者：流浪，你们就这么活啊？
双双：就那么活呗！
记者：你上哪吃东西呀？
双双：我给我爷爷奶奶通个电

话，他们就给我寄点钱来。
记者：每次爷爷奶奶给你邮寄

多少钱？

双双：3000元，只不过我现在
在救助站不愁吃，不愁喝。如果需
要的时候就直接给警察打个电话，
就被送到这里来了。

记者：你为什么一直害怕被照
相啊？

玲玲：一登出去，全世界都看
到了，我就成名人了。

双双：你知道么，我到了夏天
都不敢在济南待着。

记者：你妈妈让你上课还不好？
双双：她绑我，我喜欢上学，但

是不用她绑！
记者：家里有爸爸妈妈，有亲

戚、同学……多好！
双双：不用说了，不好！真不好！
记者：你喜欢学什么？
双双：我喜欢语文，喜欢写作文。
玲玲：我喜欢英语。如果不在

父母身边，我们是愿意学习的。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本报济南11月27日讯(记者
张榕博) 截至11月27日，济南市
流浪未成年人保护中心里，还剩
下4名流浪儿童尚未回家。工作人
员说，帮这四名流浪儿童找到家，
成了救助站多年来难以完成的任
务。据了解，济南市流浪未成年人
保护中心今年已经累计救助并护
送回家280多名未成年流浪人员。

“外面的世界好么？”
“不好！”在有铁栅栏的一扇

窗子前，13岁的张双双脱口而出。
随后，她又扬起眉毛，用并非这个
年龄段孩子的眼神看着记者：“叔
叔，你能把我带出去么？带出去以

后，你就别管我了。”
27日下午，整个济南市流浪

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三楼未成年人
居住区里，只剩下两个女孩的欢
笑声和一个男孩的哭声，还有一
名流浪儿童因为生活完全不能自
理，在单独的区域居住。这四名儿
童，成了救助负责人朱科长最后
的心病。

“双双和黄云玲送回家四五
次，又都跑出来了，已经是这里的
常客了，二伟6岁被列车员在徐州
到济南的列车上捡回来，现在也12
岁了，还有一个孩子，生活不能自
理，连年龄都不知道。”朱科长说。

据工作人员介绍，张双双曾单
独去过济南、济宁、聊城，最远还去
过北京；而玲玲则是扒火车从江西
一路到了济南。前几天，救助站工
作人员第五次将双双送回老家汶
上县郭楼镇大张村。让人始料未及
的是，快到家时，张双双却执意要
返回济南市救助站，她在家里只待
了15分钟。而玲玲也多次从家里跑
出来，几经辗转，回到了济南市流
浪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遇到困难就叫警察把她们送
到救助站，她们对救助制度太熟悉
了。”工作人员吕奕告诉记者。

但无论如何，她们都不愿意

回家。朱科长说，双双的父母早年
离异，爷爷奶奶家庭拮据。而玲玲
早年被送人，后来又被送回来。

“再也见不到父母，也行，永
远不后悔！”双双告诉记者。这时，
在活动室的一角，无法回忆起自
己来自哪里的智障流浪儿童二伟
哭了起来，他说，“我想回家。”并
一把抱住了记者。

“许多逃学和打工的未成年
人，父母接到电话以后很快就来
接。而现在最难的是，没有办法让
玲玲和双双回家，更没有办法让
她们到正规的学校进行系统教
育。”朱科长说。

不想在救助站待着，却更不愿意回家；被送回家四五次，每次都从家里跑出来……在济
南流浪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有这么几个宁可在外流浪也不想回家的孩子。据媒体报道，全国
范围内，在外流浪的孩子超过15万人，近半数都不愿意回家。这是为什么？

送回家四五次
又跑出来流浪
如何让流浪儿童待在家里，难坏了救助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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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住在救助站的流浪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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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济南市流浪未成
年人保护中心的三楼活动室
内，流浪儿童隔窗向外张望。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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