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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母亲节。有这样一个
群体，怕过这个节日，“躲”在角落
里自我封闭、兀自悲伤，她们是失
独母亲。她们，大多生于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失独后年龄太大，再次
生育几无可能。

丧子之痛，心灵上的创伤尚未
平复，现实的忧患已经凸显：养老、
就医，生活的困难超出了想象。母
亲节前夕，记者走近这些失独母
亲，倾听她们的心声，也希望能够
寻求一种答案：该怎样呵护失独者
的尊严？

害怕过节

逃离是另一种封闭

“2013年1月27日中午12点零
3分，那个叫了我十七年妈妈的孩
子，他，走了……从那时起，我成
了个没有孩子的妈妈。”文登母亲
陈玲的爱儿网络日记曾打动数万
网友，记录了患绝症儿子的分分
秒秒。

儿子因患脑部恶性肿瘤去世，
她成了一位失独妈妈。

在儿子去世后，陈玲几乎把自
己封闭了起来，从来不出门，也不
与亲戚朋友往来。平时偶尔出去买

点日用品和生活必需品，她都要快
点回家。“我害怕过节，尤其是母亲
节。”陈玲说。

和陈玲一样，对孩子的爱已
成伤，这些失独母亲恐惧一切节
日，更别提母亲节了。来自滨州的

“枫叶”（网名）是一位年过五旬的
失独母亲。五年前，她儿子的生命
永远定格在了26岁。“孩子走后，
我就是怕过节，节日是我外出逃
避的日子。”她犹如一叶扁舟孤身
流浪。

“枫叶”说，她保留部分衣物放
在孩子的寝室里，孩子的照片随身
携带陪伴她流浪，漂泊异乡，“在异
乡可以逃避世俗的偏见和冷漠，没
有人知道我们是失独者，能和常人
一样生活。”

今年的母亲节，“枫叶”和她的
老公，已经逃离他们生活了几十年
的城市，去千里之遥的海南，开始
他们的“流浪”。

抱团取暖

奉献也是一种自救

孩子走了，天伦之乐也一并消
失了，很多失独者选择了“隐形”生
活，成为一个“玻璃心”。

有时候，只有相同经历的人，
才能安慰对方，才能让对方重新振
作。“枫叶”对记者说，她现在只和
失独朋友交流。

“我不仅是一位母亲，还是妻
子、女儿，父母和公婆已经年近70
岁，我不能再让他们为我操心，担
心受怕。”陈玲在亲人的关爱中变
得坚强。她说，“伤心免不了的，生
活还要继续。”

记者发现，在失独群体中，这
种靠自己的力量走出伤痛、实现
自我救赎、争取重返社会的人数
开始越来越多。来自潍坊的失独
母亲陈红倡议组建了QQ群“抱团
取暖”，失独者相互呵护相互抚
慰。去年8月中旬，在潍坊一间简
易的旅馆里，十几位失独者的聚
会，相似的不幸让他们一相遇就
像老朋友，彼此回忆着过去，抚慰
对方的现在和将来。

武汉失独母亲李铭兰注册成
立了“连心家园”，专门吸纳失去
独生子女的父母，宗旨中有一条
是“助人为乐”。“就是要把自己对
孩子的爱，延续下去，向他人延
续，向社会延续。我们在帮助别人
的同时，自己心里也会感受到阳
光，这也是我们自己走出封闭状
态的一个途径。”李铭兰说。

担心未来

养老是更现实的痛

抱团取暖等成为不少失独者
自我寻觅的养老方式——— 在这里，
他们可获得精神层面的暂时慰藉。
但在“养儿防老”的老话面前，失独
者只有一声叹息：病了谁来管？谁
来养老？谁来送终？

采访中，这些不幸的人不断重
复着说：“我们不怕死，怕老，怕病。”

“我最担忧的是生病住院，如
果需要做手术谁来签字？”来自滨
州的房树春是一位失独者，已经60
岁。他说，再就是没人照料，无人分
担的高额医疗费和别人有孩子陪
伴容易让失独者触景生情。

养老、医疗、日常生活，成为陈
红不敢想却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我们支持计划生育的国策，也按
照政策做了，现在国家富强了，我
们这些人应该怎么办？”陈红希望，
政府能够尽快出台对失独者在养
老、医疗方面的新政策。

“政府客观公正地对待失独
者，让我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集
中与居家相结合的政府养老举措
实施。”这是“枫叶”的最大心愿。

有妈在，“星星的孩子”不孤单

“把对孩子的爱，向社会延续”
——— 失独母亲逃离路上的挣扎和守望
本报记者 邢振宇

1980年9月25日，为争取在20世纪
末把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
的目标，国家“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
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由
此拉开。据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
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推算，我国15岁
至30岁年龄段的死亡率约为40人/10

万人，全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失
独者大多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首批独生子女的父母最年轻的也年

过五旬，养老问题已刻不容缓。
早在2001年颁布的《人口和计划

生育法》中明确规定，对于失独者，
地方人民政府应给予必要的帮助。
2007年我国出台计划生育家庭特别
扶助制度，年满49周岁、失去独生子
女的父母，可以每人每月领取不低
于100元的扶助金。记者了解到，广
东省中山和佛山的失独老人每人
每月可领800元，江西省的失独老人

每人每月最高可获500元。
“解决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

需要政府部门增加财政资金的投
入，建议设立政府失独家庭专项养
老金，设立专业性的失独养老院。”
山东省创新管理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孙录宝建议，以政府和社会的力
量，来解决他们老难所养、老难所
医、老难所依、老难善终的“四难”
问题。 （本报记者 邢振宇）

格延伸

安享晚年

如何更有尊严

一岁半的时候，儿子还不会
喊妈妈，28岁的年轻妈妈赵俊香
有点着急了，匆忙带着儿子去看
医生，被告知儿子先天性发育缓
慢。两岁半的时候，去济南儿童医
院再次检查，被确诊患上自闭症，
成了“星星的孩子”。

于是，赵俊香从定陶来到菏

泽，在菏泽市残联康复中心附近
租了间房子，开始了与儿子同行
的日子，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爱
都给了儿子。赵俊香每天早上6点
起床，吃完饭便带着儿子做康复
治疗，下午再带着儿子散散步。

“他不会说话，不会表达，有多动
症，有时会大叫大笑……”赵俊香

低着头有点愧疚地说。一次，赵俊
香正忙着做饭，门忘了反锁，儿子
跑了出去，最后找了两个小时，才
发现儿子被夹在了两道墙的夹缝
中。“他被困在那儿，不知道求救，
也不知道喊妈妈。”

“我记不清流了多少泪，最难
的时候，曾想到过和儿子一起跳

河算了。”赵俊香说着，眼里噙满
了泪水。“有时，也会觉得上天不
公平，但事情摊到自己身上，就是
上天对我对大的考验。儿子是我
身上掉下的一块肉，不管怎样，他
将永远是我的儿子，再苦再难我
也会坚持下去。”

文/片 本报记者 邓兴宇

一女大学生母亲节前遇不幸

妈妈跳楼轻生

本报济南5月11日讯（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于学娜） 母
亲节来了，在众多儿女想着为母
亲尽孝心时，山东女子学院的学
生小李却再也见不到妈妈了。5月
10日，她的妈妈从学校附近一家
宾馆跳楼轻生，永远离开了她。

5月10日晚6时许，济南长清
大学城商业街上，突然“嘭嘭”两
声，一名中年女子从一家宾馆四
楼的窗户上跳下，摔到了街上。

“一个20来岁的女生从宾馆
里跑出来，抱着她，哭着、喊着。
女孩是跳楼妇女的女儿，太可怜
了。”在二楼一家服饰店兼职的
大学生小李说，女孩一直抱着妈
妈哭，直到急救车到来，但最终
也没能挽回母亲的生命。据知情
者讲，女孩是山东女子学院的学
生，姓李。她的妈妈好像是在家
跟丈夫发生了争吵，来找女儿排
解的。

11日，记者在事发地看到，
这家宾馆前的地上有一团暗红
的血迹，知情者说这就是跳楼者
留下的。宾馆老板娘证实了10日
发生的悲剧。据老板娘介绍，10日
下午6点多，母女二人来到宾馆
时，孩子为妈妈登记住宿。当时她
就感觉这位母亲有点异常，像是
受了什么打击，神情特别忧郁。

▲赵俊香对儿子寸步不离。

▲赵俊香手把手教儿子写字。

花两块钱炒了个菜，赵俊
香把唯一的两块肉留给了儿子。

▲想到儿子的将来，赵俊
香不禁潸然泪下。

女儿抱着妈妈嚎啕大哭。
网友供图

·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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