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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社會福利署有一套既定的
方針處理棄嬰問題。社署表示，在香港的兒童若缺乏父母照
顧，社工會以兒童的最佳利益為依歸，並就個案進行評估，因
應個別兒童的福利需要，考慮安排適當的兒童照顧服務，包括
入住寄養家庭或院舍，及為有關兒童制定長遠的福利安排，例
如領養。

現時社署的兒童院舍服務，包括留宿幼兒中心、兒童收容中心、
兒童院及男/女童宿舍；非院舍服務則包括寄養服務(服務18歲以下
兒童)及兒童之家(服務4歲至18歲兒童)。社署會因應個案需要，安排
被遺棄兒童接受寄養服務，為他們提供家庭式住宿照顧服務，讓他
們繼續享受家庭生活，直至他們能與家人團聚、入住領養家庭，或
可獨立生活。

安排合適家庭領養

而社署領養課亦會為父母雙亡、被父母遺棄及非婚生而其父母未
能撫養的兒童，找尋合適及永久的家庭；部分有特別需要的兒童，
因缺乏合適的本地領養家庭，會被海外家庭領養。
警方則表示，如果香港出現棄嬰個案，警方會盡力尋找被遺棄兒

童的父母，並透過傳媒呼籲兒童的親人或有相關資料的市民與警方
聯絡。若仍然無法為棄嬰找回親友，警方會依照既定程序，轉介社
署，為有關兒童安排入住適合的兒童院舍。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網7日發表文章指出，4日發生在河南蘭考的
一把大火，吞噬了7條可憐的小生命，燒出了世間百態、人間炎
涼。有人想辦法推卸責任，有人想對袁厲害潑髒水，甚至還有人有
單位借機表現。文章認為，沒人有資格對袁厲害說三道四，否則只
會讓自己更渺小。
首先，孩子的家長沒資格。這些孩子，原本是有父母的。狠心的

父母拋棄了他們，把他們留在冰冷的街頭，或者推諉給袁厲害。於
是，這些孩子只能擁有一個共同的袁媽媽。日子儘管過得艱難，但
他們很多人畢竟活下來了。儘管不幸的7位孩子火中殞命，他們的
生身父母，誰能有資格來指責袁厲害？
其次，地方政府部門沒資格。這位名滿蘭考的女人，多年來收養

了超過百名孤兒和棄嬰，當地政府部門不可能不知道袁厲害的「難」
與孩子們的「苦」，卻因「無能為力」—沒地方、沒資金、沒機
構，只能任由袁厲害苦苦地拉扯㠥苦苦的孩子們。
再次，諸位看客沒資格。事發之後，網絡上對袁厲害的種種指責

層出不窮。作為旁觀者，抑或魯迅筆下那些麻木的看客，遇事都喜
歡議上幾句，但對於這件事，還是不要披上偽裝來裝高尚，因為，
咱們都沒袁厲害高尚。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深刻反思。我們首先要反思自己的良心

—我們會像袁厲害那樣做嗎？就像當初小悅悅被碾壓時，我們會
像拾荒阿婆陳賢妹那樣做嗎？

像以琳孤兒院這樣能夠默默存在已經實
屬「幸運」了，記者從公開的媒體報道中
了解到，全國已有多所民間孤兒院因「不
合法」而遭到解散。
重慶的「森森孤學院」是一家民間孤兒

院，專門收留在街頭流浪乞討的兒童，被

許多流浪兒童看作是自己的家。但是，
2010年年初，孤學院因為「未經審批不合
法」無奈解散。其創辦人姜林稱，到現在
上街都很怕碰到那些被他收留過的孩子，
怕他們質問他為何不要他們了。
而愛滋病毒攜帶者、河南商丘雙廟村村

民朱進忠，於2000年辦起了面向本村的孤
兒院收養了52名愛滋孤兒。2003年12月中
旬，他收養孩子的故事被央視報道後，朱
進忠所在的孤兒院很快就獲得了幾筆捐
款，其中的一筆有105萬。但一個多月
後，當地政府要求把孤兒院解散，那百多
萬捐款也隨孩子轉移給了政府「監管」。
有媒體評論稱，愛心公益已經成為高危

行業。該評論指出，粗暴解散孤兒院，政
府、社會和法律都是輸家：政府被批評，
社會受傷，法律受質疑。立法的初衷，是
為了給民間提供規範和服務，而不是添
堵。

當然，一些政府也在做㠥積極地探索和嘗
試，讓愛心不尷尬，讓民辦孤兒院擁有一個
合法的身份。

收養孤兒回報社會

就在這幾天，位於河南省虞城縣小侯鄉的
「澤林孤兒院」接到了通知，澤林孤兒院將改名
為「澤林福利院」。一直以來困擾㠥這個孤兒院
的「體制非法」問題終於得到了解決。
今年已經69歲的王澤林12年來前後共收養了80

多名孤兒，目前最小的正在讀二年級。「澤林
孤兒院」之所以受到關注，不只是因為王澤林
的愛心，更重要的是他收養的孩子當中有很多
都考上了大學、讀了研、當了兵，其中不乏重
點大學高材生。

一個普通的農家小院、一間普通的大房子，
裡面有八張床、兩個課桌。但最顯眼的還是牆
上貼滿的考上大學的孩子的照片。這些孩子是
王澤林的驕傲，也是對其他孩子的一種激勵。
據當地媒體報道，18年前，王澤林靠種地獲得

全國勞動模範榮譽稱號，他承包土地，還開辦
教具廠、香油廠，自己富裕起來後，就開始琢
磨㠥怎樣來回報社會。
2000年6月，王澤林從電視台的一個新聞節目

中看到，兩個孩子因失去父母失學在家，急需
社會的援助。王澤林趕往商丘市郭李莊村，把11
歲的李艷華、7歲的李兵權姐弟倆領到家中撫
養，並把他們送到王七廟村小學上學。從此便
不斷有人聯繫將失去雙親的孤兒交由他收養。
2001年春天，看到家裡實在住不下了，王澤林決

心辦一個孤兒院。兩個月後，在虞城縣至亳州
公路東側，一個5間房的孤兒院建了起來。

獲縣民政部門支持

收養孤兒需要龐大的開支，王澤林為錢的事
情沒少發愁。儘管虞城縣屬於國家級貧困縣，
但縣民政部門沒少給他支持。從2006年開始，有
12個孤兒吃上了「小五保」，民政部門每年給補
貼兩萬多元。王澤林說，逢年過節，縣民政
局、鄉政府等單位都會帶㠥物品來慰問。
當地媒體報道稱，經過多年的努力，民政部

門在2010年發文，將正式管理這個孤兒院。文件
內容顯示，將來的孤兒院名叫「劉店鄉澤林福
利院」，縣民政部門負責人為法人代表，王澤林
負責實際管理。

民間孤兒院 合情不合法在一些你所看不到的角落裡，存在㠥這樣一些人：他們本就

一貧如洗，卻靠㠥撿破爛收養棄兒；他們原本生活富裕，卻為

了給棄兒一個家，搞得背負債務舉步維艱；他們憑㠥一顆「惻

隱之心」，給了每一個兒童所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活㠥。

然而這一顆顆惻隱之心要麼被政府部門視而不見，任其自生自

滅，要麼被以「不符合政策法規」為由予以解散。

合情但不合法，近日河南蘭考愛心媽媽袁厲害因為一場火災

被廣為關注，其被指「違法收養棄嬰」，「愛心」遭遇問責尷

尬。有專家分析指，目前內地民間孤兒院「不合法」問題普

遍，另外不少棄嬰孤兒未能得到及時周全的安置，與政府不作

為有莫大關係。專家呼籲政府要負起責任，從政策上、財政上

徹底解決這一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劉蕊，通訊員胡倩鄭州商丘報道

2010
年年底，在全國民政工作會議上，針對「鼓勵社會力量辦民
政」，民政部部長李立國曾措辭嚴厲地批評：「有些機關和幹

部把權力都抓在手裡，自己做不過來，又不肯放權、放手讓社會力量做，
結果是什麼都做不了、做不好」。

自己做不來又不肯放權

2012年因為一場火災，蘭考愛心媽媽被指「違法收養棄嬰」、2010年初
四川男子姜林自籌的民間孤兒院「因未經審批不合法」而被迫解散⋯⋯還
有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民間孤兒院尷尬地存在㠥，成為上述民政部長批語
的一個個鮮活註腳。面對70多萬孤兒、10萬棄嬰，一些政府部門一方面
「自己做不過來」、沒有及時施以援手給予救助，一方面「又不肯放權、放
手讓社會力量做」，粗率地以「不合法」為由解散或者置若罔聞。於是，
「什麼都做不了、做不好」—已獲救助的兒童，要麼勉強維持生計，要麼
又回到了險惡的流浪乞討生涯。
沒人能夠確切地說得出目前中國到底有多少民間孤兒院。河南省民政廳

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對於「私人孤兒院」很難界定，到底收養多少才能
稱得上是私人孤兒院呢。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未經民政部門審批的個人收
養問題是普遍存在的，有些被媒體報道後而被政府部門所知道，而更多的
不為人所了解。
「即便是知道了，相關部門大多數是將其作為好人好事來對待，雖然不

鼓勵，但也不制止。」上述工作人員告訴記者。

政府不資助 維持甚艱難

許昌以琳孤兒院是許昌當地人李偉
峰於2007年創辦的，這家孤兒院主要
是收養一些因為各種原因而導致沒有
父母照顧的孤兒。目前這家孤兒院有
24個小孩，最小的8歲。
李偉峰原本是開酒店的，生活條件

在當地稱得上是優越。創辦孤兒院的
初衷是受不了孩子們那種渴望的眼
神，希望能夠給他們一個家。
只是辦孤兒院是個無底洞。「每個

月一個小學生的花費是300元左右，初
中生是400元左右，高中生是500元左
右」。他這裡有12個小學生，10個初中生，還有兩個高中生。每個月這些
孩子的花銷就將近1萬元。這還不包括輔導老師的工資以及基礎設施建設
和維護。從創辦到現在李偉峰已經投入了近80萬元。
「目前只能做到夠吃夠穿能夠上得起學，想要改善孩子們的生活條件就

不可能了。」李偉峰告訴記者，他已經連續5年向當地政府申請資助，但
直到今天一分錢都沒有批下來過。

民辦改公營「體制非法」變合法身份

香港安置孤兒：入住院舍或寄養

新華網：沒人有資格對袁說三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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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情但不合法，

「愛心」遭遇問責尷
尬。對此，長期致力
於兒童問題研究的鄭
州大學應用學研究所
所長張明鎖(見圖)連
發質問：早在80年代

便開始提社會福利社會化，為什麼到現在
還不開放民間辦社會福利機構？政府承諾
「十一五」結束要基本實現在每個地級市
以上城市都建立一所以上的綜合性兒童福
利服務機構。為什麼直到現在還有許多地
市沒有？政府為什麼說到做不到？
張明鎖呼籲，政府要負起責任，從財政

上解決這一問題。他說不能將一切責任都
推給民政部門，民政部門沒有錢，向財政
部門要錢也存在難度。「很多時候是因為
錢不到位，錢使用不當，才導致很多政策
沒辦法落實或者落實得不好。」
蘭考縣民政局副書記李美姣介紹，以

前，縣裡全都沒有福利院，也就是到了

「十二五」規劃裡，才要在縣一級普及福
利院建設。2011年9月蘭考民政局提交關
於建社會福利中心的請示，預計總投資
213萬元，2012年9月批下來90萬元，到現
在這個項目還沒有建起來。

公辦機構普遍現資源緊張

同時，公辦兒童福利機構以及工作人員
都相對匱乏。「現有的一些福利院，特別
是一些中小型兒童福利院，都普遍出現資
源緊張和工作人員緊張的狀況。」
記者從鄭州市唯一一家公辦兒童福利院

了解到，目前該福利院共有床位400張，
但收養的兒童已經達到近800名。「因此
有300多名兒童只能採取家庭寄養的方
式。」
李美姣認為民間辦孤兒院是對公辦孤兒

院的一個有效補充，政府需要從安全、設
施、管理等方面予以加強監管和規範，這
樣政府便可以「花更少的錢，做更多的
事」。

專家促開放民辦社福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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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森森孤學院在2010年初無奈解

散。 網上圖片

■澤林孤兒院創辦人、69歲的王澤林看起來依然精神很好。

■澤林孤兒院裡，房間裡貼滿了考上大學的孩子的照片。

■許昌以琳孤兒院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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