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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河这几天挨家挨户做‘工作’，很多人都害怕
了不敢投票。”一个村民去抢话筒说。

计票快结束时，王传河在教室外算起了票数。

能选就能撤
今天议题罢村官

文/片 本报记者 刘军

有2001年4月28日，济南姚家镇草山
岭村在村小学举行了一次村民大会，依
法罢免村主任王传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的罢免村委主任程序，草山岭村有
选举权的村民891人，其中480名（《组织法》
规定占全村的五分之一即可提出罢免要
求）选民联名上书要求罢免王传河，理由
是王传河结党营私、公款吃喝、违法卖地、
打击报复提意见的村民等。

罢免大会于早晨8点半开始，区民政局
负责同志反反复复地给文化程度不高的村
民们讲解选票的填写方式，接着被罢免人
王传河辩驳村民的罢免理由。此时，一名村
民去抢话筒说，王传河这几天挨家去做“工
作”，很多人都害怕了不敢来投票……

9点32分，村民们开始投票。
11点40分，计票员在一间教室里开

始计票。
13点16分，投票结果出来了，赞成罢免

的437票，弃权30票，21票作废，赞成罢免票
没有超过选民数的一半，王传河继续留任。

虽然此次罢免没有成功，但有一点
是值得欣慰的，那就是普通农民懂得通
过合法手段罢免不合民意的村官，表明
了在农村地区，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受合
法程序控制的民主生态已经初现端倪。

孩子送回福利院
全村很少聚在一起

本报记者 王皇

再到历城区唐王镇纸坊村，已经寻不见当年住在这里的孤残儿童了。２００４年，纸坊村被济南市社会福利
院定为孤残儿童康复寄养基地，据纸坊村原村支部书记李光江介绍，村里２４０户村民，光寄养家庭就有４６户。

村里多数家庭都照顾了2位孤残儿童，最多的时候，寄养在村里的孤残儿童能有120个。在2012年时，这
些孩子就全部回到了新建的儿童福利院里，当年担任福利院与村里寄养家庭联络员的张梅英仍在村里，

“和自己娃娃一样照看，有的还比自己娃娃带得细心。”张梅英说，这些孩子中，有的孩子无法行走，但每天
村民们都会拿着沙袋给孩子按压腿部，到孩子们离开村里时，很多都能扶着扶手走路。

“孩子走的时候，村民都很舍不得。最小的孩子只有几个月，最大的孩子也有十多岁了。”张梅英说，很
多家长当时都留着孩子们平常的被褥玩具。不过家长们也知道，儿童福利院里有老师管着孩子，会比自己
惯着孩子好，住的环境也比村子里要好。

“小时候在家住，不用单独的床，都是搂着睡，但是现在孩子们长大了，家里也没法长期给孩子们留着
住房。”张梅英说，村民们都把孩子用过的东西收拾起来了，村里很难再找到孩子们生活过的印记。不过，现
在村里有两位村民在儿童福利院里工作，也照看当年的那些孩子，村民们也会时不时地打听孩子们的消
息。“听到的都是孩子们挺好的，大家放心也就不再多问了。”张梅英说。

张梅英说自己和村民们都非常怀念这些孩子在村里的日子，那几年全村人都一起照看孩子，每天带孩子们
去做康复，聚在一起很热闹，邻里走动得也多。而孩子们离开后，全村人聚在一起的时间就变得很少了。

孩子
妈妈不要你了

文/片 本报记者 戴伟

济南南部山区,空寂的103省道旁,夜
色中彻夜点亮灯光的“婴儿安全岛”,屡
屡成为弃婴者的目的地。粉色的小屋前,

一辆辆汽车戛然停下 ,车上下来的人抱
着婴儿送到岛内,偶有回头,偶有哭泣,没
有折回。2014年6月1日开始，济南市儿童
福利院对社会开设婴儿安全岛，此后的
10天间，接收的弃婴数量已过百人。

众多弃婴者中,有爸爸叔叔,有爷爷奶
妈,却极少见到妈妈的身影。对孩子来说,妈
妈在的地方,就是家。可是,妈妈你哪儿去了?

在你身边,病苦尚且难熬,你走之后,生活会
变怎样?出生缺陷,已是上天的不公和伤害,

缺失疼爱,却是人制造的二次伤害。百般纠
结,妈妈们最终还是选择放弃,再不管那双
眼睛会不会想念你?会不会怨恨你?

孤岛,带来沉重的问号；反思,留在每
个人心中。

2014年6月，老人痛苦地抱着患有先天性脑残的孙子坐在安全岛前。

92名孤残儿童在纸坊村有了温暖的家。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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