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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莆田中国莆田SOSSOS儿童村儿童村：：

让每个孩子成长亦成才
□本报记者 陈汉儿 通讯员 游晓璐 何远征

不同年纪不同遭遇的孩子们，带着对亲情的
渴望、对世界的探索，搬进一个新的大家庭。对他
们来说，这里是全新人生的起点，是迈向社会的通
道，更是孩提时代不可或缺的温暖归宿。

中国SOS儿童村是我国政府和国际SOS儿

童村组织合作的救助孤儿的公益机构。中国莆田
SOS儿童村建于2000年，是我国第7个SOS儿
童村。24年来，已有304名失去父母和家庭关爱
的少年儿童来到这里，又从这里走出，踏上新的
人生轨迹。他们之中，考入名校、事业有成的不

在少数。得益于儿童村的庇护，这些孩子重获关
爱，学会自强，逐渐拥有正常的人生并顺利走上
社会。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本报记者为你讲
述中国莆田SOS儿童村里的那些人与事。

核心
提示

“爱是相互融入，也是
相互成就”

第 三 次 走 进 儿 童 村 ，面 貌 又 有
更新。

儿童村坐落于延寿溪畔，红砖院
墙，绿意掩映，平添了一丝隐逸之气。
没有高层建筑，庄园式的布局风格，开
阔又鲜活。

迎面可见的，是一个篮球场，连着
乒乓球场、足球场和一处配有健身设
施的休闲场地。这里是孩子们最爱的
活动场地之一——每个周末的早晨，
他们早早洗漱、穿戴整齐，翘首等待兴
趣班老师前来，跑步、足球、篮球是人
气最高的课外项目。

事实上，儿童村并非一个村子，而
是社会组织、政府部门为孤儿、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打造的一个成长聚居地。
2020年，根据民政部儿童福利司要求，
儿童村进行了全面的机构改革。改革
后，中国莆田 SOS 儿童村整合全市儿
童福利机构职责职能，转为为孤弃儿
童、困境儿童等提供服务的综合型福
利机构，实行健康儿童家庭居住、残障
儿童集中居住“双轨制”。

在这里，他们有爱心“妈妈”、学生
管理员、养护员的照料陪伴，不论衣食
住行、医疗保健、教育升学，他们都能
享受到和正常孩子一样的支持保障。
同时，村内一日三餐有专门的厨师团
队料理，所用食材皆由麦德龙超市直
送，给予孩子们舌尖上的安全与足够
的营养。

穿过片片绿荫，是联排独栋的红
砖 小 别 墅 ，前 后 还 圈 出 了 一 小 片 花
圃、一畦菜地，所植品类各不相同。抬
眼望去，阳台上晾着大大小小不同款
式的衣裤，以儿童村园服、学校校服
为主。

据中国莆田 SOS 儿童村村长助理
叶汉舜介绍，目前园里有 127 个孩子，
主要为 18 岁以内的学龄阶段儿童，他
们基本来自当地或周边城市，其中年
纪最小的仅不到 3岁。

受成长经历影响，这里的孩子普
遍更早独立、自理能力更强，也更懂事
内敛。“从小‘妈妈’就教他们自己洗衣
叠被、整理内务，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以便尽早自立于社会。”叶汉舜说。

已经在儿童村工作了 20 个年头
的叶汉舜，曾先后在莆田二中、四中任
职，他十分关注少年儿童的教育问题。

面对一群来自不同地方、没有血
缘关系的孩子，如何建立信任、搭建情
感连接并引导孩子健康成长，叶汉舜
也在思考。在他看来，孩子健康、阳光
地成长，离不开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
正如中国 SOS 儿童村所倡导的——

“让每个孩子拥有有爱的家”。
“实际上，儿童村不单单是给这些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一个住所，更
承担着正确引导、正面影响、正向塑形
的重要教育责任。”叶汉舜说。来到儿
童村的第一年，他发现村里的孩子仅
能享受就近入学的学费减免政策，但
周边并无多少优质教育资源，为了让
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多次走访
教育部门，争取到莆田第二中学学费
全免的就学优惠。不仅如此，叶汉舜还
要求儿童村干部一对一挂钩“问题儿
童”，牵头解决“妈妈”们解决不了的难
题，将精准化管理、精细化服务嵌入对
孩子的日常关爱服务中。

“莆田 SOS 儿童村作为全国 4 个
地级市儿童村之一，市委、市政府对我
们十分重视，改革后，我们融合得很
好。”叶汉舜坦言道，“就像我们和村里
的孩子一样，这些年，既是一个情感融
入的过程，也是相互成就的过程。”

多年来，莆田 SOS 儿童村坚持“家
庭养育、分类管理”模式，针对性地为

儿童提供最适宜的照料方式。面对残
障儿童，根据孩子的生理特点和病理
特征，建立医护人员、护理员和孩子

“二对一”的结对照料关系，提供 24 小
时医疗护理服务；对于健全儿童，则采
用“家庭养育”模式，交由村里 6 个“职
业妈妈”和 5 个学生管理员进行抚育，
为孩子将来融入社会、回归家庭打下
基础。

建村以来，先后有 100 多名孩子
考上中山大学、西南大学等知名院校，
200 多人顺利实现就业。“我们是全国

‘零犯罪’儿童村。从儿童村走出去的
孩子，坚韧自强，遵纪守法，工作学习
都比较努力，很多孩子还经常回来看
望我们。”叶汉舜欣慰地说，“这说明我
们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用爱去滋养曾经经历
过风雨的孩子”

在儿童村 8 号家庭门前，左右各
种着一株枇杷树和一株芒果树。这是
许绍丽和孩子们在儿童村开村那年种
下的，如今，果树亭亭如盖，许绍丽带
过的 20多名孩子，也都长大了。

许绍丽是莆田 SOS 儿童村最早入
村的一批“职业妈妈”，1975 年出生的
她曾是莆田市秀屿区的一名小学教师。
1997 年 ，她 在 电 视 上 偶 然 看 到 一 则
SOS 儿童村的公益广告，片中，诸多无
所依托的孤儿在儿童村“妈妈”的照护
下得以快乐生长，许绍丽深受触动。
2000 年 ，她 在 当 地 报 纸 上 读 到 莆 田
SOS 儿童村开村的报道，3年前埋下的
火种再次被点燃。“我想去儿童村当‘妈
妈’。”于是，她拿着报纸找家人商量。

彼时，全国儿童村招收“职业妈
妈”的要求是未婚未育或离异无子、愿
意全身心投入养育工作的年轻女性。

“你才 25 岁，如果去儿童村当‘妈妈’，
怕会耽误自己的终身大事！”许绍丽的
家人表示反对。为了打消许绍丽的念
头，家人还带着她去莆田 SOS 儿童村
实地走了一趟。

“没想到，这一趟让我更加想来儿
童村了。”许绍丽回忆道，“那是 2000
年 5 月，新建好的儿童村有连片的绿
色草地和 10 多幢红色房子，一些孩子
已经住了进来，他们纯真的眼神特别
感染我，这里有一种大家庭的氛围。”

很快，许绍丽顶住压力，辞去稳定
的工作，带着行囊走进了儿童村。

1990年出生的林晨是她来村后带
的首批孩子之一。“第一次见到她，人
瘦瘦小小，梳着两个马尾辫，不怎么说
话。”许绍丽回忆道。

她想快些把孩子的心焐热。原本
不会下厨的许绍丽，每日对照食谱，变
着花样做餐食，事无巨细照顾孩子们
的饮食起居。

“我刚来村里时，成绩不算好。‘妈
妈’跟我说，读书可能不是唯一的出
路，但却是最好的出路。这句话我铭记
至今。”林晨回忆道。

入村后，在许绍丽的影响下，林晨
开始发奋读书。每天下了课，许绍丽都
会辅导孩子们的作业，林晨的成绩也
开始突飞猛进，四年级后一直稳定在
年段前列。

“我想给村里的弟弟妹妹们做个
榜样——只要肯努力，儿童村的孩子
一样可以很优秀。”林晨说。

初三时，担心林晨在学校吃得不够
好，许绍丽每天骑着自行车，将亲手做的
午饭送至校门口，那段时间，同学们都羡
慕林晨有个手艺极好的勤快“妈妈”。

儿童村的孩子，也是被“富养”长
大的。为了让孩子们全方位地成长成
才，莆田 SOS儿童村联系市青少年宫，
为孩子们提供音乐、绘画、写作等各类
才艺辅导班。喜欢中国古典音乐的林
晨便选择了学习古筝，每逢周末，许绍

丽风雨无阻地接送林晨学习往返。初
中时，林晨已考过古筝十级。

不仅如此，闲暇时间，许绍丽还常
常带着孩子们采收蔬菜、花生、地瓜。

“儿童村内有菜地，每个家庭都有一块
‘责任田’。劳动让孩子们学会珍惜，我
相信这样的经历会滋养孩子的一生。”

许绍丽说。
2006 年，林晨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莆田第一中学。从福建师范大学毕业
后，她以选调生的身份参加工作。“10
岁开始我就在儿童村长大，一路见证
着国家儿童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其
间收获了很多关爱。现在我也从事和

少年儿童相关的工作，希望能尽一份
力，为孩子们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林晨说。

现在，不论工作再忙，周末林晨都
尽量带着儿子回“娘家”。儿童村对她
来说，始终是家一样的存在。“我儿子
很喜欢来村里，他可以说是名副其实
的‘村二代’了。”林晨笑道。回“娘家”
后，她还常常帮忙分担许绍丽的工作，
为弟弟妹妹们辅导功课。

荣升为“外婆”的许绍丽明年就要
退休了。退休后，她将入住儿童村为所
有“职业妈妈”安排的精装周转房。为
解决改革前单身“职业妈妈”的后顾之
忧，除了住房保障，她们还有退休收
入，可以享受医疗费用全部报销的优
惠政策。

“我的理想，就是用爱去滋养曾经
经历过风雨的孩子，让他们健康成长，
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许绍丽说，自
己也算是实现了当初的“职业理想”。

“受过帮助，也想帮助别人”

初次见到黄李宝，他腼腆地带着
笑走来，瘦瘦高高的身子，穿着合体的
短袖校服。

黄李宝来自仙游县度尾镇湘溪
村，自幼与外婆相依为命，小学五年级
时入住莆田 SOS 儿童村，目前在莆田
第二中学就读。他成绩不错，基本稳定
在年段前百名。

“外婆长年靠做手工辛苦抚养我，
那年因心脏手术住院，再也没有办法
照顾我，村里就帮我向民政部门申请
救助。”说这些话的时候，黄李宝的眼
眶泛红。

黄李宝记忆里的度尾老家，山明
水净，春天漫山的野花晕染出一块块
明艳的色泽，自己和外婆的家都浸润
在一片山水诗画之中。年幼时的黄李
宝一度以为，“度尾镇就是全世界”。

外婆的因病入院，彻底改变了黄
李宝的人生走向。

“外婆住院后我就辍学了。整天饥
一顿饱一顿，度日如年。如果没有儿童
村的话，不敢想象我现在会在哪里、会
是什么样。”黄李宝述说着自己的那段
少时“漂流记”。

经过一番曲折，2019 年 8 月的一
个夏夜，黄李宝的三叔公领着他来到
了位于莆田市中心的 SOS 儿童村。那
天夜里，从未见过的城市高楼、璀璨霓
虹至今深深烙刻在黄李宝脑海里，“原
来外面的世界这么大”。

黄李宝住在莆田 SOS 儿童村 4 号
家庭。他的“妈妈”李莉，是山东泰安宁
阳人，性格爽朗，家里还有来自不同地
方的兄弟姐妹一共 7 人。每天大家同
吃同睡，起床、叠被、早读……第一年
他就在“妈妈”的帮助下，学会做各种
家务，尤其喜欢拖地。黄李宝坦言，在
这里，他头一回体验到衣食无忧的快
乐集体生活。

儿童村里有项特殊的奖励政策，在
村参加户外劳动、家庭大扫除以及在校
参与竞赛、考试获得的奖状，可以换取

“爱心积分”，用于兑换超市购物金。“我
月考考了班级第一，这样的成绩可以直
接得10分，相当于50元钱。”黄李宝说，
他会给外婆买一些她没见过的东西，比
如沐浴露、洗发水，不同口味的奶粉、燕
麦片，还有免手洗拖把。

懂事的黄李宝，如今是学校志愿
者协会的一员，考场布置、爱心义卖、
敬老院活动……到处都有他的身影。

“我受了别人这么多帮助，当然也要去
帮助别人。”黄李宝说，自己想尽可能
多参加一些与社会接轨的活动，争做
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谈及短期人生规划，黄李宝告诉
记者，自己想报考厦门大学，不想离外
婆太远，会努力陪伴她安享晚年。

残障孤儿的成长乐园

临近中午。莆田 SOS 儿童村幼儿
园的绿草坪上，孩子们正伴随着老师
的口令舒展跳跃，他们在为儿童节排
练节目。

每年“六一”，是孩子们最期待的
节日，大家可以扮成可爱的小动物，穿
上统一的演出服，做喜欢的游戏，还会
收到小礼物。

6 岁的旺辰是个可爱拘谨的小男
孩，他在队伍里专注地跟着老师做动
作，反应速度稍慢。他有轻微的智力障
碍，但乖巧又努力。

旺辰来自儿童村内一个特殊的大
家庭——

2023 年底，莆田 SOS 儿童村开放
了全国儿童村首个孤弃儿童养护中
心，专门为被遗弃的残疾儿童打造温
馨港湾。作为莆田市委、市政府民生 3
个“十大工程”项目之一，该项目总投
资约 4300 万元，建筑面积达 6528 平方
米，内设特教室、康复室、活动室、中医
理疗室、诊所以及生活区等，配备专业
医护人员、护理员，可容纳 180 名孤弃
儿童并为他们提供养育、康复、教育、
医疗和社会工作等服务。

走进大楼一层，窗明几净、配色温
馨，小桌小椅排列整齐。走廊上，几名
孩子正在活动嬉戏。

7岁的秋瞳是白化病儿童，他有着
独特的白色睫毛、浅色瞳孔，因为皮肤
敏感，轻微的擦碰都会让他留下红印；
修杰是整个一层的大哥哥，也是一名

“唐宝”，他不说话，却会紧紧牵着暴躁
多动的秋瞳，二人形影不离。

10 岁的土土是个重度脑瘫患者，
命运没有给她健康的身体，却赋予了
她坚韧乐观的个性，见到来客，土土
用唯一能动的双手，笑着打招呼，随
后继续待在小床上看她最爱的少儿
节目。

一旁，中心养护部责任人林霞和
工作人员寸步不离地守着他们。

这里共有47名这样的少年儿童，孩
子们稚嫩的面孔、患病的身体，常常让
林霞感到压抑心疼，她和同事们24小时
轮流值守看护。“夜里其实比白天辛苦，
身体弱的孩子经常半夜发烧、发病，部
分孩子半夜精神亢奋不睡觉，有时也挺
折腾。”林霞坦言道，作为一个二胎妈妈，
她更多的精力都在中心的孩子身上。

“孩子们本身身体有缺陷，免疫力
低下，又不会正常表达，疼痛不适仅能
通过肢体、表情和呻吟来表现，病情诊
断难。”林霞告诉记者，中心对这里的
孩子实施“一人一策”，除了分类施治，
很多长期用药的小病人都有一本厚厚
的记录本，便于就医时医生查阅。

57岁的护理员陈爱春负责二楼小
朋友们的生活起居。她把房间内外收
拾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陈爱春说，
自己干过服务员、做过保洁员，也在医
院待了一段时间，手脚麻利能吃苦，为
孩子们清理屎尿、洗衣打扫、擦身洗
澡，都不在话下。

2021 年起，孩子们每年可以在福
德医院享受免费的体检与治疗，特教
学校也会两周一次送教上门。但是，这
些孩子需要的健康养护、专业教育还
远远不够。

“目前村里的活动中心、运动场、
幼儿园、住宅等健康儿童需要的基础
设施都比较齐全，养护中心也已启用，
但中心适配残障儿童的养护设施、医
疗设备仍有不足。接下来，希望有更多
的政策经费支持、爱心企业关注，助力
补齐儿童村残障儿童养护短板，进一
步打造集养、教、治、康、社为一体的儿
童福利机构，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成
长环境。”中国莆田 SOS儿童村医护科
科长黄宇红对记者说。

1999年8月 莆田 SOS 儿童村
试开村，首批组建 6个家庭，含孤儿
40多名。

2000年3月 中国莆田 SOS 儿
童村举行开村典礼。

2005年6月 国际 SOS 儿童村
主席一行来村视察并参加莆田 SOS
儿童村建村 5 周年庆祝活动，同时
为青年公寓开寓揭牌；7 月 20 日，
14 号家庭的许金梅年满 18 周岁，
学成技能，回乡工作，成为建村以来
首位离村的孩子。

2009年 获评第四批“全国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这是中
国 10 所 SOS 儿童村中首个全国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2020年 莆田市稳妥推进 SOS

儿童村改革，整合全市儿童福利机
构职责职能，收养莆田市的孤儿和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实行家庭和集
中养育模式相结合，推进“养治教康
社”高质量发展，并利用国有资产举
办二类事业单位“莆田市儿童村幼
儿园”。

2023年底 莆田市孤弃儿童养
护中心启用，也是全国儿童村首个
孤弃儿童养护中心，承载着莆田市
孤弃儿童的养育、康复、教育、医疗
和社会工作等重要功能。

（何远征 陈汉儿 整理）

中国莆田SOS儿童村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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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国莆田 SOS
儿童村内的首个孤弃儿童
养护中心 陈君星 摄

◀绿 树 环 绕 的 儿 童
村家庭别墅 游晓璐 摄

◀莆田 SOS 儿童
村的孩子们在户外场
地上快乐运动。

孙春娟 摄

▲特教教室里，老师
在指导孩子简单的读写。

游晓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