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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过早懂事又要强，心思重像个“小大人”

“亚孤儿”更需要社会关爱
本报记者 王伟强 陈新

新泰义工送来米面等生活用品，李宇开心地试戴新帽子。 本报记者 王伟强 摄

27日上午，记者来到新泰
市汶南镇岙阳村，今年12岁的
李宇正在家里帮着姑父搬白
菜，脸、耳朵和小手冻得通红。
等搬完白菜才跑进屋里，在炉
子上烤烤火。大姑李志娥说，
李宇从小活得不容易，四年前
爸爸因病去世，妈妈精神有些
问题改了嫁。孩子没有爷爷奶
奶，只有18岁的姐姐，在外打
工挣钱。“两个孩子没人照顾，
我把孩子接到家里，平时跟着
我们一起吃住。”

岱岳区范镇一姐弟俩倪
小瑞、倪传宇，一个8岁，一个
4岁。妈妈生病去世，治病欠
下大笔债务，爸爸为还债去
外省打工，常年不回家，奶奶
一边干农活，一边照顾两个
孩子，常把他们锁在家里。

岱岳区粥店女孩张子怡，
母亲去世，父亲离家出走，跟
着姥姥姥爷生活，两位老人70

多岁还要打工抚养孩子。“我
们百年之后，不知道这孩子怎
么办。”姥姥为难地说。

家住新泰市泉沟镇的肖
豪杰，今年12岁，父母2009年
离婚后都离开了家，至今杳
无音信。肖豪杰平时跟着年
迈的爷爷奶奶过。

新泰市汶南镇鲍庄村六
岁的王璐浩，爸爸和大爷得
了帕金森，全身不能动，生活
不能自理，妈妈改了嫁。孩子
跟着爷爷奶奶一起过，一个
月前，爷爷得病去世。衣服是
别人替下来的，唯一一双棉
鞋，鞋底磨破了。

这些孩子过早地长大、
懂事，小小年纪像个“小大
人”，凡事都很要强，但他们
中有很多人心思“太重”，整
天愁眉苦脸，脸上很少看见
笑容。

李宇大姑李志娥说，自
从来到她们家，孩子很少说

话，也很少见到她笑。吃完饭
就刷碗，自己衣服自己洗，地
里有活跟着干。“从来不提父
母的事情，问她也不说，还不
让家里人提。”

8岁的倪小瑞经常在家
干活，记者见倪小瑞时，她
一直皱眉不说话，在大人

面 前 从 来 不 说“ 想 妈 妈 ”
了。

肖豪杰常帮家人下地干
活、打扫卫生、烧水。有时奶
奶生病了，他一直陪在奶奶
床前，忙着端水喂药，还说长
大了努力赚钱养家，让爷爷
奶奶享清福。

像李宇、肖豪杰一样，父
母双方已有一方死亡，孩子
交由单亲抚养，而此单亲又
组织了新的家庭，放弃了抚
养责任，将孩子交由孤寡老
人或其他亲属代养的未成年
人被称为“亚孤儿”。

记者从民政部门了解
到，目前“亚孤儿”没有纳入
社会福利救助体系，享受不
到孤儿补助政策。泰山区民
政局工作人员介绍，根据上

级规定，泰山区对孤儿补助
标准是每人每月720元，然而
对于“亚孤儿”来说，由于涉
及如何界定的问题，基本没
法享受这部分补助。

作 为 社 会 救 助 一 部
分，一家企业在肥城开办
了京欣慈善学校专门招收

“亚孤儿”，学校承担学生
在校的全部吃、穿、住、学
和基本医疗保险费用，学
生完成六年小学、三年初

中后，可由企业继续承担
两年的职业技术教育或高
中学费和生活费。

该学校认为，平等的集
体生活有助于“亚孤儿”成长
和心理健康，但是很多“亚孤
儿”监护人，如爷爷奶奶，还
是舍不得将孩子送到学校，
也有人对学校教育方式心存
质疑。“今年学校在泰山区没
有招到学生。”帮助该校招生
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监护人、学校应多给这
些孩子心理上的关爱。”泰山
医学院心理学教授冯宪萍介
绍，父母是影响孩子最重要
的人，这种亲子关系，是其他
关系不可替代的，父母关爱
缺失，造成“亚孤儿”心理脆
弱、敏感、缺乏安全感，易有
攻击性。

“过分要强正是掩盖自
卑的表现。”冯宪萍说，家庭、
学校、社会应当针对“亚孤
儿”心理特点，对他们进行救
助，在救助时注意方式方法，
尽量用温和方式保护他们的
自尊心。

“目前学校进行了一项

针对留守儿童、孤儿、亚孤儿
的阅读项目，效果良好。”冯
宪萍介绍，阅读一些能够引
发这些儿童共鸣的优秀读
物，是帮助“亚孤儿”摆脱自
卑、自闭的好方法。

“亚孤儿”如何保障自身
权益呢？民政局工作人员介
绍，依据目前山东出台的《山
东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对
于“亚孤儿”群体而言，他们
可以在目前监护人的帮助下
向所在区域民政部门寻求帮
助，并可通过法律援助等方
式，向其父母索要抚养金。

对于那些似乎已将孩子
遗弃的父母，我国《婚姻法》

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对
未成年人的抚养义务上都有
明确规定。孩子父母不管是
否再婚，始终有抚养的义务。

“亚孤儿”可以去法院起诉没
有尽到抚养义务的父亲、母
亲一方。

泰安泰润律师事务所杨
律师介绍，根据婚姻法的规
定，作为监护人父母如果不
履行这种法定义务要承担一
定的法律责任。如果父母作
为监护人不履行抚养义务的
话，根据治安处罚法的规定
可以进行罚款或者拘留，后
果严重，构成遗弃罪的话要
承担刑事责任。

本报泰安1月28日讯(记
者 李兆辉 陈新) 本报
报道了范镇贫困家庭倪小瑞
和倪传宇姐弟俩情况后，得
到爱心企业和爱心市民强烈
响应。26日，安利志愿者为姐
弟俩买了两件崭新的羽绒
服。泰城白先生打电话说，愿
意为小瑞家里添置一台电视
机，白先生的孩子和小伙伴
愿意把压岁钱与姐弟俩分
享。

26日，安利志愿者曲磊、
李立清带着新买的两套羽绒
服来到范镇倪小瑞和倪传宇

家中，将羽绒服穿在姐弟俩
身上。据小瑞的奶奶介绍，由
于孩子妈妈去世得早，爸爸
常年在外打工、收入微薄，小
瑞已经三四年没买过新衣服
了，两个孩子身上穿的衣服
都是亲戚家孩子穿过的。

小瑞穿上新衣服后，变
得活泼起来。她主动告诉曲
磊和李立清，在期末考试中，
取得了全班第三名的好成
绩。李立清听了很感动，和孩
子拉钩约定：“叔叔和阿姨还
来看你，给你带新年礼物。”

“小瑞是个很懂事的孩

子，在缺乏父母之爱和教育的
情况下，有一颗上进的心很不
容易。”李立清对记者说。

27日，泰城白先生打来
电话说，要为小瑞家添置一
台电视机，并和朋友约好，一
同去看望姐弟俩，把他们孩
子的压岁钱与姐弟俩分享。

“我的孩子和朋友的孩子都
看了报道，都想帮这姐弟
俩。”白先生说，自己的孩子
不愁吃不愁穿，从小培养他
们有一颗慈善的心，无论对
于救助者还是被救助者，都
能感受到温暖。

老人“百年”后，谁来照顾他们

从来不提父母，脸上少有笑容

“亚孤儿”没补助，“漂”在体系外

监护人不履行义务，孩子有权起诉

志愿者买来新衣

送给小瑞姐弟俩

本报开展新年心愿活动以来，接触到不少亚孤儿，他们

父母双方离异或一方去世，跟着爷爷奶奶或亲戚生活。不幸

的童年让他们过早懂事，有的孩子自闭、自卑。目前，“亚孤

儿”尚未纳入社会福利救助体系，更需要全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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