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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专访聊城市儿童福利院党支部书记邵卫军

让福娃感受家庭温暖
让寄养双方均收获亲情
文/片 本报记者 邹俊美

聊城市儿童福利院联合本报发起“温暖水城·福娃回家”行动，向社会公开招募寄养家庭，让孩子白天在
福利院接受专业康复和教育，夜晚回到寄养家庭感受家庭温情。

20 日，聊城市儿童福利院党支部书记邵卫军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此举主要是为了让孤残儿童感
受家庭的温暖，也让寄养家庭和孤残儿童都能收获亲情。

邵卫军说，福利院的“福
娃”多是被家庭遗弃的孤儿。
作为一个社会机构，福利院
抚养孩子的方式和家庭不一
样，家庭都是父母两个人抚
养一个孩子，在福利院却无
法实现。在这种集体生活中，
孩 子 们 无 法 体 会 到 父 爱 母
爱，对以后的成长不利。

“正常情况下，爸爸妈妈
是孩子再熟悉不过的称谓，
但福利院的孩子对这两个称

谓很陌生。”邵卫军说，为了
让孩子感受到亲情，福利院
的工作人员都让孩子们喊她
们“妈妈”，但孩子们都知道
这些“妈妈”并不是自己的亲
生妈妈，他们都在“妈妈”前
加上姓，喊张妈妈、李妈妈，
有的就直接喊阿姨、姐姐。这
种情况下，亲情意识对他们
来说很淡薄，在以后的人际
交往中，他们也会比正常的
孩子冷漠。

邵卫军说，福利院的工
作人员女多男少，孤残儿童
对父爱的感受较少，特别是
女孩子。正常的家庭中，女
孩子对父亲比较依恋，福利
院有位 3 岁左右的小女孩，
每次有人来探望，她都会伸
着手让男性嘉宾抱。“看到
‘ 福 娃 ’ 性 格 中 的 这 些 缺
陷，我们意识到很有必要给
孩子们找个家，让他们来感
受亲情。”

谈初衷>>

福娃都没叫“妈”的意识

集体抚养对以后的成长不利

邵卫军说，福利院的“福
娃 ”大 部 分 有 残 疾 ，行 动 不
便，很少出去走，有的甚至没
出过福利院。如果有家庭愿意
认领他们，可以给孩子多一些
跟外界交流的机会。还有一些

“福娃”患有自闭症，无法跟
人正常地交流，而福利院的工
作人员比孩子少，无法把每个
孩子都照顾得体贴入微。

“招募寄养家庭，可以让

孩子回归家庭，感受家庭的温
暖，按照正常的成长过程成
长。”邵卫军说，招募到寄养
家庭后，白天让孩子们在福利
院做康复治疗，夜晚再回归寄
养家庭。这样做，主要是因为
大多数孩子都有残疾，福利院
的康复器材很齐全，而普通家
庭不可能有大型器材。可以既
让孩子能体验家庭生活，又不
耽搁日常的康复治疗。孩子寄

养之后，福利院还会跟寄养家
庭有一些交流，定期将孩子在
家里和在儿童福利院的情况
交流一下。

邵卫军说，市儿童福利院
二期工程也推出了“类家庭
楼”，要模拟家庭生活，在社
会 上 招 募 夫 妻 二 人 ，和“ 福
娃 ”组 成 家 庭 ，模 拟 家 庭 生
活，让孤残儿童感受家庭的温
暖。

谈操作>>

白天在福利院治疗
晚上让孩子回寄养家庭

邵卫军说，一般情况下，
福利院的孩子 18 周岁以后就
算成人了。如果考上了大学，
18 周岁以后不能独立生活，
儿童福利院还会继续供养，等
他大学毕业后有了独立生活
能力再脱离福利院。考不上大
学的，福利院会送他们去职业
学校学习技术，等他们具有自
理能力后脱离福利院。有的福

娃是终身残疾，18 岁之后就
会移送到社会福利院。

邵卫军说，如果让孩子
在家庭中寄养，在双方都同
意的情况下，孩子可以管寄
养 家 庭 中 的 主 要 照 料 人 叫

“爸爸”、“妈妈”。相处一段时
间后，孩子能和正常家庭建
立亲情关系，以前福利院也
开展过家庭寄养，寄养家庭

和孩子相处时间越长亲情就
越牢固，有的孩子都不愿再
回到福利院，慢慢成了家庭
的一员，等孩子 18 周岁脱离
福利院以后，还能有“寄养爸
妈”帮助。同样，孩子如果对
寄养家庭有感情，长大以后
不会忘记寄养家庭的养育之
恩，也能为父母尽孝，双方都
能收获亲情。

谈双赢>>

相处久了会产生感情
寄养双方都能收获亲情

一位刚放学归来的“福娃”跟工作人员打招呼，神情可爱极了。

一个正在就餐的“福娃”，眼里满是对亲情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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