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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火災讓原本熱鬧的巷子一下子冷清起來，到處瀰漫 一種緊張壓抑的氣氛。儘管
事故原因當地政府已經公佈，但是事發地還是由警察看守，不允許記者進入。
袁厲害收養孩子二十多年了，儘管家裡人開始都反對，但是時間久了，不論是袁

厲害的家人還是鄰居都已經習慣了這些孩子的存在，並且跟孩子們產生了感
情。巷口一位雜貨店老闆看 空蕩蕩的巷子，心裡很不舒服。她說，以前袁
厲害總是帶 孩子在巷子裡玩，一大群熱熱鬧鬧的。可是自從發生火災之
後，孩子死的死了，被接走的被接走，整個巷子一下子安靜了下來。
儘管袁厲害和袁紅英都沒有辦法去開封福利院看望孩子，但是袁紅英

還是打探到孩子們在福利院經常哭鬧 要找袁媽媽，他們說，寧願回家
跟袁媽媽在一起吃白菜，也不想在福利院吃肉。
袁紅英很能理解厲害和這些孩子們的關係。袁紅英本人也把這些孩子當

成自家人來看待。「幾個上學的孩子中午放學都是在我這裡吃飯。」

「寧跟媽媽吃白菜
不來福利院吃肉」

袁厲害在袁家排行老二，爺爺怕她受委屈給她取了個小名「厲害」。結果現在都叫她
厲害，幾乎沒人記住她的真名：袁鳳英。

今年40歲的袁紅英，身材微胖、眼睛大大的，跟大她7歲的二姐厲害長得
很像。其實，二姐也是袁紅英的「偶像」：「她十幾歲的時

候就已經挑起家庭重擔，在一個公辦的食堂裡打雜，搬煤
球、和麵做飯，樣樣都幹。」那時候厲害一個月能夠掙
幾十塊錢，讓袁紅英很是羨慕。
記者第一次見到袁紅英是在4日火災發生當天，她還在

忙活 刷盤子刷碗，她不識字，平常也
不看電視。「天天起早貪黑的，哪裡
有時間看電視啊？」

收養孩子多 鄰居送剩菜

袁厲害是家人的榜樣，現在袁家姐
妹五人除了大姐之外，都在開 規模
不同的餐館。或許姐姐要是不收養

孩子，現在日子可能也是過得
有滋有味的。

只是自從姐姐24年前將第一
個孩子撿回家後，其生活就發
生了改變。因為收養的孩子越
來越多，袁厲害無暇顧及自己
的早餐生意，只得把雜貨舖交
給嫂子經營。1995年，袁厲害

開始與丈夫杜靈彪分居，由於袁厲
害也很少照顧自己的三個孩子，以至

於大兒子杜鵬埋怨她：「她倒不想是我的
媽。」袁厲害的大姐經常罵她：「吃飽了沒
事幹」。
但袁厲害從來不爭辯。在袁紅英的印象中，
姐姐雖然開朗，但她有什麼事情從來不跟家
人說。也因此，袁紅英到現在都不知道，姐

姐和姐夫的感情到底怎麼樣。
但袁厲害對孩子們的好是人人都可以看得到

的。鄰居們知道袁厲害養這麼多孩子不容易，
因此每逢家裡結婚辦喜事，都會把剩飯剩菜給
袁厲害送去。

家人眼中：她起早貪黑從不訴苦

在蘭考人民醫院袁厲害病房所在的樓層昨日
仍是「重兵把守」，兩名便裝漢堵住過道

的一半，即便是到同一樓層看病，也會被他們
查問，如果發現來者不是本地人就會拒絕進
入。

手打吊針 妹僅允探十多分鐘

即便是袁厲害的親人也很難進病房探望。昨
日，妹妹袁紅英一早與鄰居準備看望姐姐，但
在病房門口被拒之門外。多次交涉也不果，直
到中午前再獨自去醫院，才被允許探望十多分
鐘。
「姐姐處在半昏迷的狀態，看起來很憔悴，

她手上打 吊針，不時地說些胡話。」當袁
紅英聽到姐姐嘴裡念叨：「白妮（曾收養的
棄嬰名字），去給我倒點水」，袁紅英眼睛紅
了，「姐姐還是放心不下這些孩子啊」。她
說，現在任何人都不能跟袁厲害提那些孩子，

只要一提就止不住流淚。

想見記者講孩子們的故事

一方面，醫院以及當地政府以袁厲害身體虛
弱經不起打擾為由拒絕外人探望，另一方面住
在病房中的袁厲害卻是有苦無處訴。她在電話
裡告訴記者，她很想見記者，說說她和孩子們
曾經的生活和遭遇。她願意與媒體溝通，只是
不知為何有人攔擋，「孩子都沒了，為啥不讓
見呢」。
記者了解到，這幾天一直都是袁厲害的兒子

伺候她。袁厲害不僅在夢中念叨孩子，醒了之
後也總是跟兒子念叨：不知道那些孩子在福利院
生活得怎麼樣了。然而沒人能夠告訴她，因為開
封福利院不允許他們探望。開封福利院工作人員
稱，要先請示領導，領導同意後才能探視。
袁厲害女婿郭海洋透露，他和袁厲害一名養

女一天之中前往福利院兩次，但均遭到拒絕。

而其他的社會人員進入福利院探視時，卻並未
受到任何阻攔，他不知其中道理。
記者昨晚到開封福利院試圖看看孩子，但一

位自稱是福利院的工作人員表示，沒有權利和
義務接受任何採訪。並拒絕記者拍照，聲稱再
拍照就撥110報警。

今天是河南蘭考私人孤兒院7死1

傷火災第六天。一向以「堅強樂觀」

示人的「愛心媽媽」袁厲害再也堅

強不起來了，她因心力交瘁連續多

日躺在醫院留醫，半昏半睡中她總

是念叨一個個養子的名字：白妮、

聰聰⋯⋯唯一的傷者「袁小十」生

命體徵雖然逐步恢復平穩，但仍處

於危險期。而在輿論漩渦中的蘭考

縣政府則對袁厲害施行「隔離式」

照管，其病房門口有保安員把守，

就連袁厲害的親屬想要進病房都很

難。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

見習記者何林靜、魏上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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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調查火災
政府盛宴款待
香港文匯報訊　7名被收養棄兒喪生大火的悲劇發生

後，蘭考縣一面表示有責任，一面卻「怪事」連連⋯⋯
據《新民周刊》現場調查發現，這幾天，隨 近百名

記者的陸續到來，蘭考縣還發生了一些耐人尋味的事
情。蘭考縣委宣傳部駐守賓館的工作人員介紹，縣城三
家賓館都住滿了記者，宣傳部20多個工作人員全部動員
「配合」採訪。在記者入住的開蘭賓館，宣傳部為記者們
提供免費住宿。
每天晚上，縣委宣傳部還派員親自在賓館招待記者

們，1月6日的晚餐非常豐盛，滿滿一桌菜，因為量實在
太多，很多菜幾乎都沒人動筷。
就是這一天晚上，郭海洋一家的晚餐是稀糊糊，袁

厲害則躺在病床上粒米未進。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報道， 就河南蘭
考7名孤兒火災遇難事件，記者歸納了公眾關注的熱點
問題，希望民政部給予回應，一直沒有消息。8日上午，
記者打了15次電話，想要了解民政部對採訪要求的安排
進度，結果只得到一句「領導不在」。
8日9時，記者打通民政部新聞辦電話，被告知採訪函

已被轉交新聞辦主任，但這位主任不在單位，這幾天身
體不適去了醫院，手機也已關機，根本無法聯繫上。而
其他人對採訪事宜的相關情況均不知情，不知道何時能
夠回應、還需要多少時間。記者進而聯繫相關業務司局
處室，除社會事務司綜合處工作人員表示已經將回應交
給新聞辦以外，其他工作人員均表示不知情。
整整一個上午，記者打了15通電話，也未能了解到對

公眾關心的問題，民政部是否要回應、何時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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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次電話採訪
皆答「領導不在」

9日上午，記者來到袁厲害所住的蘭
考縣人民醫院心腦血管科。該樓層一半
是住院部，一半是心腦血管科。一進大
廳便能看到通往住院部的走廊處放置
一張桌子以及一位身 白大褂的醫生，
旁邊站 幾個穿便服的竊竊私語的男

子。
記者上樓之後佯裝要去看病，往住院部的

相反方向走去，這時其中一名男子便緊跟過
來，詢問記者要幹嘛？記者稱要看病，他便
問是哪個科？得了什麼病？然後將記者攆往
別的樓層。隨後記者致電蘭考縣宣傳部孫姓
副部長，他稱，現在袁厲害不歸蘭考縣管，
歸她的家人管。
但當記者質疑，袁厲害的妹妹也沒讓進病

房時，他稱不知情便將記者的電話給掛掉
了。而記者致電開封市宣傳部時，相關負責
人則稱，袁厲害不歸開封市管，歸蘭考縣
管，對於袁厲害的情況不清楚。
記者輾轉找到了袁厲害的主治大夫郭主

任，他說，袁厲害剛入院的時候，血壓血糖
都很高，還有糖尿病和心臟病，再加上受過
刺激，情緒非常不穩定。經過幾天的治療，
現在袁厲害血壓雖然還有些偏高，但病情已
基本穩定。正當記者跟郭主任談話時，負責
看管袁厲害所住樓層的其中一名男子告訴郭
主任說，有個記者非要看袁厲害，郭主任立
即說：「絕對不能，誰也不許進，就是縣委
書記來了也不能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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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厲害即使在

病中，仍牽掛孩

子的命運。

■傷者「袁小十」生命體徵雖然逐步恢復平

穩，但仍處於危險期。

■ 醫 院 樓 層

裡，幾名「黑

衣男子」看到

記者拍照時，

立刻躲在了護

士後面。

何林靜攝

■袁厲害的妹妹袁紅英(左)接受記者採

訪。 香港文匯報見習記者何林靜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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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蘭考直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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